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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的城市功能区及其混合度识别研究
———以重庆市核心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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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与城市分区相关理论,
 

以重庆市核心城区为研究对象,
 

在对POI进

行筛选与分类的基础上,
 

构建“空间—影响力”二元权重计算模型以量化POI属性,
 

在精细化网格尺度下对功能混

合度进行计算,
 

并结合街道分区识别各街区主体功能.
 

结果表明:
 

中心城区整体功能混合程度较高,
 

功能分区识别

以多中心为显著特征,
 

城市组团发展模式较成熟;
 

不同类型POI所属功能区空间分布差异化明显,
 

商服、
 

居住、
 

公

服等功能以组团分布、
 

圈层围合为整体特征,
 

工业功能主要以中心城区边缘化分布为主,
 

交通、
 

绿地功能分别以主

要站场和大型公园为主;
 

基于POI的功能区识别效果显著,
 

小尺度网格的功能混合度对山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描述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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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
 

应呈现出不同功能有机结合的形态,
 

具体应包括商业区、
 

工业区、
 

居

住区以及混合功能区等不同单元[1].
 

当前,
 

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转型阶段,
 

已从面向经济增长的增

量规划时期转型至面向品质提升的存量规划时期.
 

为了实时精准地把握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功能现状,
 

进

而制定有效的调整政策,
 

作出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科学决策,
 

规划师和研究人员需对城市具体功能分区进行

识别与评价.
 

以往的城市功能区识别方法主要以实地调查统计与遥感影像识别为主,
 

前者为定性方法,
 

主

观性较大,
 

后者则存在数据研究成本较高且时效性不佳的问题[2].
近年来,

 

大数据的研究飞速发展,
 

为相关规划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3].
 

兴趣点(Point
 

of
 

Inter-

est,
 

POI)作为新兴大数据之一,
 

分布覆盖性广、
 

数据量大、
 

获取方式简单成为其独特的优势.
 

POI数据主

要描述了一些与城市生活相关的空间实体(医院、
 

学校、
 

商场等)与其属性信息(名称、
 

坐标、
 

地址等)[4].
 

国

内众多学者利用POI数据对城市空间结构[5-7]、
 

设施布局[8-9]、
 

生活便利度[10]以及商业空间[11-12]等领域开展

理论与实证研究.
 

同时,
 

部分学者也已将POI应用于城市功能识别评价的研究工作中:
 

韩昊英等[13]利用公

交刷卡数据与POI数据从住区尺度对城市功能区进行识别汇总;
 

池娇等[14]则通过POI重分类,
 

以颜色叠

加法识别分析了武汉市单一功能区与混合功能区;
 

李苗裔等[15]使用信息熵模型,
 

计算出北京市POI数据

与出租车数据的时空熵,
 

从而识别出北京城市功能混合度.
 

上述研究在功能区及其混合度的识别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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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数据本身的属性挖掘不够详尽,
 

未提出详细的POI空间权重计算模型,
 

同时在研究单元的划分上,
 

未

达到精细化的网格尺度.
当今的城市发展已舍弃城市无序蔓延以及“摊大饼”模式的增量扩张方式,

 

并逐渐走向节约集约、
 

智慧

高效的发展模式,
 

继而呈现出大量的混合功能区,
 

因此对城市功能分区识别提出了更加精细化尺度的要

求.
 

鉴于此,
 

本研究采用百度POI数据,
 

提出一种量化POI数据属性的方法,
 

试图定量计算城市功能分区,
 

并在小网格尺度下,
 

对功能混合度进行识别评价,
 

研究结果有助于把握城市空间结构,
 

为规划研究提供新

的思路与借鉴.

1 研究区域与数据

图1 研究区概况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中心城区包括渝中区、
 

大

渡口区、
 

江北区、
 

南岸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9
个行 政 区,

 

总 面 积 5
 

467.34
 

km2,
 

2017年总人口865.06万人.
 

作为重

庆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2017年重庆

主城区 GDP总和为9
 

264.14亿元,
 

以占全市总面积不到7%的土地贡献

了全市47.84%的GDP.
 

随着重庆主

城区经济的发展,
 

城市规模逐渐打破

中梁山与铜锣山的限制,
 

并向外围拓

展,
 

形成了目前“一主六副、
 

多中心、
 

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16](图1).
以数据获取原则为出发点,

 

本文

选择重庆市核心城区为研究对象,
 

划

定25
 

km×25
 

km 方格为研究范围,
 

涉及沙坪坝区、
 

渝中区、
 

江北区、
 

渝

北区、
 

南岸区、
 

九龙坡区以及大渡口区7个区.

1.2 数据来源

1.2.1 POI数据

本文获取POI数据共计103
 

000条,
 

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API接口,
 

具体信息包括序号、
 

名称、
 

地址、
 

经度、
 

纬度等属性.
 

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筛选出能直接反映城市功

能特征的POI,
 

分别对应居住用地(R)、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道路交通用地

(S)、
 

工业用地(M)、
 

绿地广场用地(G)
 

六大类用地功能,
 

并根据其属性与功能分类的相关性,
 

对POI进行

类别细分,
 

得到15个中类以及42个小类.

1.2.2 OSM数据

开源地图(Open
 

Street
 

Map,
 

OSM)是一个可供各类非专业人员自由编辑的世界地图,
 

可提供水系、
 

建筑物、
 

道路网和兴趣点等数据,
 

其中道路网数据精度和完整性最好[17],
 

因此较适合应用于城市功能用

地划分研究.
 

本文利用在OSM下载的重庆市路网数据,
 

将重庆核心城区以路网分割为基本研究单元.
 

对于获取的街道数据,
 

保留其高速公路(motorway)、
 

主干路(primary)、
 

次干路(secondary)字段,
 

然后通

561第1期   
 

 胡晓鸣,
 

等:
 

基于POI的城市功能区及其混合度识别研究———以重庆市核心城区为例



过ArcGIS的线面转换工具,
 

选择合适的容差处理范围去除多余杂乱路网,
 

获取研究所需的道路网数据.

2 研究方法

2.1 POI权重赋分方法

由于每个POI只是抽象为一个点的元素,
 

不同功能的数据点与不同的城市功能区的影响力与相关度不

同,
 

因此需要对各类POI进行分类赋权.
 

本文引入空间面积权重与影响力权重两种评价方式,
 

经过调和得

到最终的POI权重(表1).

1)
 

空间面积权重

每个POI均代表一处空间实体物质信息,
 

引入面积权重描述其实体规模的评价分数,
 

POI占地面积

根据《中国现行的业态分类标准》(GB/T18106-2010),
 

基于标准中明确的POI类别建筑面积,
 

如大型商

场、
 

综合医院等设施,
 

通过同类对比,
 

推算其他类别POI的建筑面积,
 

最终实现对42个小类POI面积

权重的唯一赋值.

2)
 

影响力权重

不同类型的POI不仅具有不同的空间面积属性,
 

还应在公众认知度和城市地标影响力方面具有不同的

显著程度[18],
 

为描述这样的显著性,
 

本文另引入影响力权重评价指标.
 

对于3个层级分类的POI数据,
 

结

合AHP层次分析模型和模糊指标评价方法,
 

通过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
 

计算得到归一化权重.

3)
 

权重调和

将上文得到的两项权重以极小值定标的方式规范化,
 

从而得到全新的两列权重,
 

方法如下:

W *
ij =

Wij

min{Wij}

W0
j =W *

1j +W *
2j







 (1)

式中:
 

Wij 为第i类第j项权重;
 

W *
ij 为其极小值规范化的新值;

 

W0
j 为各小类POI的最终权重值;

 

i=1,
 

2;
 

j=1,
 

2,
 

…,
 

42.
表1 POI权重指标一览表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影响力权重 面积权重/m2 权重调和

居住用地(R) 小区 小区 0.313
 

0 78
 

000 504.36

住区配套 社区中心 0.006
 

5 3
 

500 22.27

幼儿园 0.032
 

6 3
 

000 38.82

公服用地(A) 行政 政府机构 0.027
 

8 10
 

000 100.85

社会团体 0.004
 

0 2
 

000 17.26

文化 博物馆 0.001
 

4 4
 

500 27.55

图书馆 0.002
 

9 5
 

000 35.45

美术馆 0.000
 

5 2
 

000 11.74

展览馆 0.001
 

0 2
 

000 13.58

教育科研 大学 0.007
 

5 100
 

000 534.29

中学 0.002
 

5 30
 

000 161.47

小学 0.001
 

0 15
 

000 79.35

培训机构 0.000
 

4 1
 

000 6.83

科研机构 0.002
 

3 3
 

000 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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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影响力权重 面积权重/m2 权重调和

体育 游乐场 0.002
 

4 20
 

000 106.49

体育馆 0.001
 

1 10
 

000 52.96

健身 0.000
 

2 2
 

000 10.68

医疗 社区医院 0.006
 

7 15
 

000 99.47

综合医院 0.017
 

1 45
 

000 287.63

药店 0.001
 

3 100 5.12

诊所 0.001
 

4 100 5.56

商服用地(B) 商业服务业设施 餐饮 0.000
 

1 300 2.29

娱乐 0.000
 

2 800 5.19

酒店 0.000
 

5 5
 

000 28.49

商场 0.001
 

2 40
 

000 208.93

便利店 0.000
 

1 100 1.2

银行 0.000
 

3 300 3.45

丽人 0.000
 

1 100 1.00

市场 0.000
 

6 2
 

000 14.68

商务设施 写字楼 0.020
 

1 50
 

000 286.76

公司企业 0.002
 

9 2
 

000 15.25

商用设施 加油站 0.004
 

1 500 13.84

加气站 0.004
 

1 500 13.84

汽车服务 0.001
 

4 800 7.78

工业用地(M) 工厂 工厂 0.036
 

3 10
 

000 76.52

产业园 园区 0.145
 

2 30
 

000 189.78

交通设施(S) 交通设施 停车场 0.022
 

7 800 20.62

地铁站 0.042
 

2 500 33.36

车站 0.004
 

2 100 3.60

路口 0.008
 

4 300 7.62

绿地广场(G) 名胜古迹 名胜古迹 0.203
 

8 20
 

000 174.47

公园 公园 0.067
 

9 40
 

000 224.82

2.2 POI权重分数识别功能分区

在POI分类赋权的基础上,
 

以 OSM 路网数据划定的街区为研究单元,
 

对每个街区各类功能属性的

POI进行分类加权汇总,
 

将各地块内的不同主体功能所包含的各类POI权重总分数进行统计汇总,
 

从而识

别街区功能.
 

本文采用的方法为针对某一地块单元构建城市功能识别计算模型,
 

公式如下:

Dij =
∑
n

k=1
Nk ×Wk

∑
m

l=1
Nl ×Wl

×100% (2)

式中:
 

Dij 为第i个地块内第j类功能的权重总分数,
 

其涵义为此地块内代表该功能的所有POI权重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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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占该地块内所有POI权重总分数的比重;
 

k为该地块内属于第j类功能的第k类POI;
 

Nk 为该地块内

内属于第j类功能的第k类POI的数量;
 

Wk 为该地块内属于第j类功能的第k 类POI的权重赋值;
 

m 为

该地块内存在的所有POI类别总数;
 

l为该地块内第l类POI;
 

Nl 为该地块内第l类POI的数量;
 

Wl 为

该地块内第l类POI的权重赋值.
按此方法计算得到第i个地块的各类功能权重总分数集合{Di},

 

记Dix=max{Di},
 

若Dix≥50%,
 

则

识别第i个地块的主体功能为Dix 所代表的功能分区,
 

否则,
 

则识别第i个地块为混合功能.

2.3 POI多样性测量功能混合度

城市混合用地及混合功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重庆作为山地城市,
 

城市建成区土地利用向来表现出集

约高密度的特征,
 

因此功能混合是建筑生长以及土地利用的普遍规律.
 

本文以POI为数据源,
 

将研究区域

在街道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250m×250m的精细化尺度网格,
 

与规划学中的Block大小相仿,
 

借鉴生

物学的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方法,
 

其原理来源于信息论,
 

用于测量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而本研究

通过计算各单一网格范围内POI中类的多样性,
 

测度各类型POI的混合度,
 

其值越大表示POI功能种类

越多,
 

各功能类型的数量相差越小,
 

计算方法如下:

Hmn =-∑
n

i=1

(pi×lnpi) (3)

式中:
 

Hmn 代表第m 行n 列的方格网内POI功能混合度;
 

n 为POI类型总数;
 

pi 为该方格网内第i类POI
数量占所有POI数量的比重.

 

通过此方法计算得到研究区域内各方格网的POI功能混合度,
 

再利用Arc-

GIS中的空间联接工具,
 

将网格与混合度得分进行关联,
 

最终根据计算结果数值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

图2 功能分区识别图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用地功能识别与评价

3.1.1 功能识别
 

按照城市分区空间识别的步骤对研究

区域内城市功能区进行识别(图2).
 

首先获

得重庆市核心城区街道分区斑块共2
 

113
个,

 

将不同类型的POI数据与经预处理过

的地块面属性数据进行空间联接,
 

依次计算

各地块中不同功能大类对应的POI数据点

权重分数占比,
 

通过自然断点法进行数据分

级,
 

并进行可视化表达,
 

得到各大类功能的

权重分数分布图(图3).
 

地块颜色越深,
 

代

表该地块中该图所示城市功能区类型的POI
权重分数占比越高.

为了得出最终的不同城市功能区分区图,
 

本研究通过条件判断,
 

识别并确定各地块中权重分数占比

最大的功能为主导功能,
 

并以地图的形式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2为基于POI权重分数模型的重庆市核心

城区用地功能图.
 

经过识别和统计,
 

本研究共识别出基于街区尺度的城市商业功能地块341个,
 

居民地

块586个,
 

公共服务功能地块129个,
 

旅游景点地块20个,
 

工业地块30个,
 

道路交通地块764个,
 

混合

功能地块243个.

3.1.2 结果分析

对不同功能的权重分数进行聚类统计(图3),
 

对各类POI所识别的功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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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功能POI权重分数占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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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功能分区呈现多核心片状分布、
 

各核心多散点聚集的分布格局.
 

从POI权重分数占比分布来

看,
 

共提取含商务和服务业功能的地块1
 

301个,
 

按自然断点法对结果进行分级,
 

348个地块商服功能

占48.34%以上,
 

占比达到79.06%以上的地块有198个,
 

216个地块商服功能占比处于24.81%到

48.33%之间,
 

低于24.80%占比的地块有737个.
 

数据结果准确识别出观音桥、
 

解放碑、
 

大坪、
 

沙坪坝、
 

杨家坪以及南坪等典型商圈分布状况,
 

同时对江北嘴、
 

照母山科技城以及大杨石组团周边办公区功能也

有较为明显的呈现.
 

商业集聚是商业服务职能和交通可达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重庆山地地形的特

征,
 

交通立体以及隧道众多,
 

使得大部分路网与街区形态极不规则,
 

从而使得商业功能的集聚方式以大

分散、
 

小集聚为主要形态.
居住功能分区基本能够覆盖整个中心城区,

 

其分布特征以环绕商业功能区为主.
 

从街区尺度来看,
 

POI权重分数占比较高的居住功能区,
 

其面域较广.
 

数据结果识别出含居住POI功能的地块共951个,
 

其中421个地块居住占比高于62.56%,
 

176个地块分数占比达到81.54%以上,
 

占比处于41.26%到

62.55%之间的地块有250个,
 

172个地块处于14.68%到41.25%之间,
 

低于14.67%的地块有108个.
 

高占比的居住片区主要大面积分布在江北大石坝—冉家坝片区、
 

南坪组团以及沙坪坝组团,
 

渝中区由于

其城市开发建设较早,
 

土地较为紧缺,
 

街区尺度最为细密,
 

居住功能单一,
 

地块较少.
 

整体来看,
 

复杂的

地形使得重庆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较少,
 

地少人多的条件促使重庆高密度城市的形成.
 

在弱化朝向与间距

的影响之下,
 

主城大部分居住片区以高容积率集约建设为主要特征,
 

因而有限的土地上,
 

居住功能的高

容量承载得以落实.
公服功能分区呈现片状多点分布特征,

 

与商业功能区略有差别,
 

公服用地以学校、
 

医院及科研单位为

主要空间实体.
 

在街区地块尺度,
 

含有公共服务设施POI的地块共计1
 

025个,
 

POI权重分数占比高于

69.04%的地块有81个,
 

有109个地块处于38.72%到69.03%之间,
 

低于38.71%的地块有835个.
 

数据

结果较为明显地识别出沙坪坝区重庆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以及南岸区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等教育

设施,
 

同时重庆图书馆、
 

西南医院、
 

大坪医院等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所在地块也得以清晰识别.
工业功能分区呈现较为明显的边缘化形态,

 

研究共识别含工业POI类型的地块共437个,
 

工业占

比达到62.68%以上的地块有19个,
 

38个地块工业占比处于32.78%到62.67%之间,
 

这些地块属

于较为典型的工业园区版块,
 

而52个地块工业POI权重分数占比仅在13.20%到32.67%之间,
 

328
个地块在13.19%以下,

 

这些地块所涵盖的工业POI以信息科技工业为主,
 

其对于实体空间的需求与

传统工业片区相比较低,
 

以商务办公和产业孵化为主要载体.
 

研究数据较明显地识别出主城区东部茶

园组团工业区、
 

西南部九龙工业园区以及大竹林工业园,
 

同时对信息科技产业园也有相应识别,
 

这类

用地以复合于商业商务中心为主要分布特征,
 

包括冉家坝商务办公区、
 

沙坪坝商贸中心、
 

观音桥商贸

中心外围圈层版块.
道路交通功能区主要以道路、

 

站场为空间实体,
 

由于街道数据对于重庆山地立体交通的解读性欠佳,
 

在街区尺度上划分较不均匀,
 

整体识别效果一般,
 

单一功能的交通设施用地体量较小,
 

以城市主干路和主

要客运站场为主,
 

较为精确识别出菜园坝火车站与重庆北站火车站.
 

研究数据中959个地块交通设施POI
权重分数占比在20.07%以内,

 

此类为附属配套功能;
 

57个地块占比在20.08%到46.33%之间,
 

占比超过

46.34%的有773个.
绿地广场功能区涵盖POI类型较为单一,

 

且数据总量较小,
 

但由于其面域性质较为单一,
 

识别结果对

比度明显.
 

研究数据中,
 

15个地块绿地功能占比在58.50%以上,
 

11个地块处于30.23%到58.49%之间,
 

170个地块在30.22%以下.
 

在图3中对比发现,
 

研究结果较为明显识别出重庆市动物园、
 

南山风景区、
 

彩

云湖湿地公园、
 

鹅岭公园以及研究区北部照母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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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混合度识别与评价

3.2.1 混合度识别

对街道单元的功能识别中,
 

发现存在较多混合功能单元,
 

因此研究进一步在精细化网格尺度下,
 

测

度城市功能的混合度.
 

首先对获得的POI点要素进行核密度估计,
 

得到研究数据的空间分布情况(图

4),
 

再按照量化POI多样性的步骤对重庆市核心城区用地功能混合度进行识别,
 

得到重庆市核心城区功

能混合度分析图(图5).
 

混合度计算网格共计16
 

048个,
 

筛选掉空值单元,
 

获得具有研究价值的网格共

8
 

148个,
 

功能混合度最大值为2.24,
 

标准差为0.60,
 

平均值为0.86,
 

数值越高,
 

表明网格内涵盖的

POI种类越多.

图4 POI分布核密度估计图 图5 功能混合度识别图

3.2.2 结果分析

由图5可知,
 

重庆市中心城区的功能混合度整体较高,
 

山地地形的特征使得功能混合呈现较为明显的

“多组团、
 

大分散、
 

大集聚”状态,
 

与POI数据在研究区面域的自然分布形态大致相近,
 

也与中心城区城市

空间结构相吻合;
 

高混合度区域的分布与功能区识别结果存在相关性,
 

具体表现在:

商业服务业及公共服务功能区混合度较高,
 

单一类功能区混合度较低.
 

从POI分类上,
 

商业类别和公

服类别的POI共计31种,
 

占总类别数的73%,
 

而商业服务业对应的功能分区中,
 

POI所识别出的功能混

合度整体较高,
 

这与商业服务业的POI空间点密度相关,
 

如餐饮类POI的分布呈现小体量、
 

大规模的特

征.
 

与此相比,
 

工业及交通枢纽功能区域的功能混合度较低,
 

反映出用地不够集约,
 

甚至存在低效用地的

情况,
 

重庆北站和菜园坝火车站混合度计算值中等偏低,
 

周围物业功能和上盖业态存在提升空间,
 

同时九

龙坡和大渡口工业功能区域,
 

呈现出功能混合度整体偏低的现象,
 

相较于冉家坝—红旗河沟区域,
 

城市扩

展的连绵性与整体性不足,
 

存在城市“飞地”[19]和低效用地.
中高混合度呈多中心面状分布,

 

混合度极值主要以各大商业中心的圈层面域为主.
 

观音桥中心商务区

以及两路口区域达到2.15,
 

沙坪坝欣阳广场和大坪时代天街等商圈也达到了1.78以上,
 

南坪、
 

杨家坪和大

渡口中心商圈地带也达到1.69~1.90,
 

组团中心并未绝对集聚,
 

亦附带有低热点网格,
 

渝中半岛整体功能

混合度最高,
 

85%以上的网格混合度计算值达到1.17以上,
 

而低值主要集聚在江边和城中山地公园区域,
 

环三峡广场区域呈现最高混合度集聚范围,
 

该区域业态混合,
 

街道路网紧密,
 

土地利用集约.
 

同时观音桥、
 

解放碑、
 

大坪、
 

杨家坪等主要商圈地带也呈现高值集聚的状态,
 

其中沙坪坝商圈的集聚状态最为明显,
 

其

功能业态以商业综合体和上盖居住、
 

写字楼为主,
 

POI复合程度较高;
 

南坪地区以南坪商圈为中心,
 

向北

部发散呈现面状高值集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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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以POI大数据为研究视角,
 

从街道地块尺度,
 

识别了包括居住功能、
 

商服功能、
 

公共服务功能、
 

工业功能、
 

交通功能、
 

绿地公园功能在内的6类城市功能区,
 

分析其分布特征,
 

在此基础上从精细化网格

尺度分析了重庆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的混合度情况,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研究对重庆市多中心城市结构识

别明显,
 

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功能主要以“组团+圈层”的形式分布,
 

大分散,
 

密集聚,
 

组团中心以商业商务

区为主,
 

外围圈层以混合用地形式展开,
 

呈现较为明显集约型集聚方式;
 

中心城区整体土地混合利用程度

高,
 

混合功能区覆盖主城大部分区域,
 

中高混合度呈多中心面状分布,
 

混合度极值主要以各大商业中心的

圈层面域为主;
 

商业服务业及公共服务功能区混合度较高,
 

单一类功能区混合度较低.

4.2 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
 

重庆市多中心组团发展模式较为成熟,
 

这与重庆自身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
 

特殊的城市发

展历史背景[20]紧密相关,
 

在相关政策引导下,
 

中心城区将进一步优化内部空间结构,
 

节约集约用地依然是

未来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
 

在新时代城镇化的背景下,
 

城市土地利用布局规划在强调功能分区的同时,
 

也

应坚持土地的混合利用[21]规划与改造,
 

减少职住分离,
 

平衡人口增长与就业发展,
 

提升城市的人口承载力

与经济、
 

社会活力,
 

混合集约也成为了山地高密度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本研究从POI大数据视角对城市功能分区进行识别的研究效果明显但也存在不足.

 

POI数据具有高

时效性、
 

易获取、
 

海量精准等特性,
 

但对空间实体的描述信息较少,
 

尤其缺乏体量的描述信息,
 

鉴于此,
 

本文构建了“空间—影响力”二元权重模型以描述POI的空间体量,
 

但由于获取数据以及研究区域的局

限性,
 

权重指标评价模型仍有待优化.
 

研究数据中的道路网数据对山地城市的地块划分较难表达,
 

未能

反映城市实际的发展情况,
 

还应加强对于数据的精细化处理.
 

研究方法上,
 

仅对6大类功能进行识别,
 

识别结果难以描述城市的多元复合功能,
 

对于混合功能的描述欠佳.
 

精细化尺度的数据分类与空间划分

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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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zoning
 

and
 

POI
 

(point
 

of
 

interest)data,
 

this
 

paper
 

takes
 

the
 

core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POI
 

data,
 

a
 

“space-influence”
 

binary
 

weight
 

calcul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quantify
 

POI
 

attributes.
 

Combined
 

with
 

the
 

street
 

partition,
 

the
 

main
 

functions
 

of
 

each
 

block
 

are
 

identified,
 

and
 

the
 

functional
 

mixture
 

is
 

cal-

culated
 

at
 

the
 

refined
 

grid
 

scale.
 

The
 

results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is
 

highly
 

mixed,
 

and
 

the
 

functional
 

partition
 

recogn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center,
 

and
 

the
 

urban
 

group
 

development
 

mode
 

is
 

relatively
 

mature;
 

that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al
 

areas
 

of
 

POI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and
 

the
 

functions
 

of
 

commercial
 

service,
 

residence
 

and
 

public
 

service
 

are
 

characterized
 

by
 

group
 

distribution
 

and
 

circle
 

enclosing,
 

while
 

the
 

industrial
 

functions
 

are
 

main-

ly
 

distributedaround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traffic
 

and
 

green
 

space
 

function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tations
 

and
 

large
 

parks;
 

and
 

thatthe
 

function
 

recognition
 

based
 

on
 

POI
 

is
 

significant,
 

and
 

the
 

blending
 

measure
 

of
 

refined
 

grid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land
 

use
 

description
 

of
 

mountainous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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