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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加权城乡道路网拓扑空间数据库和网络发育评价模型，对 武 汉 城

市圈２０多年来城乡道路网发育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和空间演化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０多年来武 汉 城 市 圈 高 速 城 乡

道路网发育程度明显改善，经历了由树状网络—回路网络—网络拓展阶段，但路网空间生长尚未饱和，外向拓展和

内部充填的潜力较大；通达性重心和中心的空间迁 移 变 化 不 明 显，囿 于 武 汉 市 城 区，宏 观 上 保 持 高 度 的 稳 定 性，但

其微观格局存在跳跃性和突变性；圈域城乡节点拓扑通 达 性 指 数 空 间 分 布 呈 现“不 均 衡→相 对 均 衡”的 动 态 变 化，

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武汉城市圈城 乡 道 路 网 通 达 性 分 布 与 城 乡 节 点 发 育、城 乡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水平密切相关，在空间上已开始打破“核心－边缘”的特点，呈现等级圈层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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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 展 时 期，已 成

为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１］。都市

圈经济发展模式与运行体制处于深刻大转型期，都

市圈运行的 结 构 性 问 题 日 益 突 出。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获得“先试先行”的
体制和机制改革权，成为国家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

滨海新区、成渝城市群之后的又一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都市圈空间协调发展研究提上议程，受到广泛

关注。都市圈的演化与区域交通网络的发展是一种

空间互动过程，交通运输网络是形成都市圈网络系

统的物质条件和必要前提，是城市与区域之间物质

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主要通道［２］，在城市体系和都

市圈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通达性是一种评价路网发育水平及其伺服功效

的有效综合性指标［３］，体现出的是交通网络中各节

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反映区域间社会经济交往

的便利程度。国外交通网络通达性研究始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末［４］，先后经历了理论探索阶段（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８０年 代，集 中 于 通 达 性 认 知 与 方 法 论 研

究［５，６］）和深化创新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融合

ＧＩＳ技术［７］、空间句法［８］等理论，多度量评估城市－
区 域 运 输 联 系 的 空 间 形 式（航 空［９］、高 速［１０］、铁

路［１１］）及其影 响 效 应［１２］和 影 响 机 制［１３］。国 内 现 有

的交 通 网 络 通 达 性 研 究 集 中 在 铁 路［１４，１５］与 航

空［１６，１７］两种交通运输方式上，对于公路运输网络相

对薄弱，且既有的公路研究也集中于高等级道路（高
速和国道）［１８～２０］，忽视低等级、城乡连接通道（省道、
县道）；交通运输方式的偏向研究导致研究角度多集

中在国家（区域）层面，城镇体系空间尺度研究较少；
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图论思想，融合ＧＩＳ技术构建时

空距离矩阵模型［１８，２１，２２］，基于拓扑连接法 分 析 交 通

网络的拓扑通达性较少［２３］。

时空距离通达性模型是基于最短时间、空间距

离或有利平均出行时间而构建的通达性模型，计算

的是两点之间的通达性指数，由此而上升为整个网

络的通达性水平。但是，在计算时间距离中所涉及

的行车速度测定颇具主观性（两个城市间可能存在

着多条不同等级的公路相连，人们出行也可考虑多

种不同的交通方式）。而拓扑通达性从客观角度揭

示网络的连接水平及其由此决定的节点间联系的便

捷程度（直接反应区域城镇节点的分布密度和连接



程度）。鉴于此，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拓扑

算法通达性模型和网络发育评价模型，运用ＧＩＳ空

间分析技术，多角度系统度量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

网拓扑通达性时间发育与空间演化规律，以期为充

实和完善交通网络通达性理论和方法研究，优化当

前城乡道路网结构提供借鉴和理论指导。

１　研究方法

采用数学图论来描述，将整个城市圈域城乡实

体路网抽象成图，只考虑节点与节点间的连接特征，
不考察其实际距离，即可将整个圈域城乡道路网抽

象地描述为一个由点集Ｖ 和边集Ｅ 构 成 的 连 通 图

Ｇ＝（Ｖ，Ｅ），其中ｎ＝｜Ｖ｜为网络节点数，ｍ＝｜Ｅ｜为

网络边数。不考虑节点间的线路长短和方向，只考

虑“点对”间的连接顺序和关系，通过构建最短径连

接数矩阵，引入系列拓扑网络连接和发育指标，以度

量城乡道路网的拓扑通达性结构。

１．１　节点相对通达性

定义连接两节点的具有最少的线段数的路径为

最短路径，所包含的线段数为这两点之间的拓扑距

离［２４］，即相对通达性：

ａｉｊ＝ｍｉｎ｛Ｓｉｊ｝ （１）

１．２　节点总体通达性

定义一个节点的总体通达性为该节点到所有其

他节点的相对通达性的总和：

ａｉ＝∑
ｎ－１

ｊ＝１
ａｉｊ　ｉ≠ｊ （２）

式（１）、（２）中：ａｉｊ为节点ｉ、ｊ间的相对通达性指

数；Ｓｉｊ为节点ｉ、ｊ可 能 连 接 路 径 包 含 的 线 段 数，是

节点连接的最短路径矩阵；ｎ为网络节点数。

１．３　拓扑通达性指数

定义一个节点到所有其它节点的相对通达性的

平均值为该节点通达性指数，以衡量网络节点间的

联通程度：

ａｉ＝∑
ｎ－１

ｊ＝１
ａｉｊ／（ｎ－１） （３）

将网络中各个节点的通达性指数取平均值，得

到整个网络的通达性指数：

Ａ＝∑
ｎ－１

ｉ＝１
ａｉ／（ｎ－１）＝∑

ｎ－１

ｉ＝１
∑
ｎ－１

ｊ＝１
ａｉｊ／（ｎ－１）２ （４）

式（３）、（４）中：ａｉ 为节点ｉ的总体通达性指数；

Ａ 为整个网络通达性指数；ｎ为网络节点数。

１．４　网络发育评价

引入网络发育指标［２４～２６］，构建路网拓扑网络发

育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较好地从拓扑连接视角评价

城乡道路网的通达性特征（表１）。

２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的拓扑通达

性发育

２．１　城乡道路网连接程度不断提高，网络发育日益

成熟化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城乡道路网网络发育日益完善，
节点规模不断增加，网络连接增长迅猛，路网发育经

历树状网络→低 等 级 回 路 网 络→网 络 扩 展 三 大 阶

段：
（１）树状网络阶段（１９８９年以前）　１９８９年城乡

表１　路网通达性发育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评价指标 公式 内涵解释

连接程度

伸展程度

扩展潜力

连接率（β） β＝ｅ／ｖ，０≤β≤（ｎ－１）／２
ｅ－线路数，ｖ－节点数，β≥１为回路网络，β＜１为树状网络；β值 越
大，路网通达性越高，β＝２时，达到成熟

环路指数（μ） μ＝ｅ－ｖ＋ｐ，０≤μ≤（ｎ－１）（ｎ－２）／２
ｐ－子图个数，若网络是连通的，则ｐ＝１，否 则 等 于 连 通 块 个 数［２７］；
μ值越大，环路越多，网络越发达

网络直径 （δ） δ＝ｍａｘ｛Ｓｉｊ｝，１≤δ≤ （ｎ－１）
表示网络最短路径矩 阵Ｓｉｊ中 的 最 大 值，反 映 了 最 远 两 节 点 间 的 最
短路径连接数

中心指数（η） η＝ｍｉｎ｛Ｃｉｊ｝，１≤η≤ （ｎ－１）
表示网络中所有 节 点 到 最 远 点 的 最 短 路 径 连 接 矩 阵Ｃｉｊ中 的 最 小
值，最小值点即为中心

趋中指数（Ｚ） Ｚｉ ＝ （ｍａｘ｛ａｋ｝－ａｉ）／（ｍａｘ｛ａｋ｝－
ｍｉｎ｛ａｋ｝　０≤Ｚｉ≤１

等于网络中最大通达指数与该节 点 通 达 指 数 之 差，除 以 网 络 中 最 大
与最小通达指数之差的比值，其 值 越 大，表 明 愈 接 近 网 络 中 心；所 有
节点的趋中指数平均值，即为网络整体的趋中指数

伸展指数（Ｄ） Ｄ ＝∑ｉ∑ｊＳｉｊ
（ｎ－１）≤Ｄ≤ｎ２（ｎ－１）／２

表示网络最短路径矩阵Ｓｉｊ之和，反映网络的 扩 展 规 模，是 衡 量 网 络
总的通达程度与联系水平的指标

点对平均径数（Ａ）Ａ ＝Ｄ／ｎ（ｎ－１），１≤Ａ ≤ｎ／２
表示网络最短路径矩阵元素的总和与 城 市“点 对”数 的 比 值，反 映 了
对偶节点间的平均线路数

实际成环率（α） α＝μ／（２ｖ－５ｐ），０≤α≤１ 环路指数与最大可能环路数比值，值越小，环路发展潜力越大

实际结合度（γ） γ＝ｅ／３（ｖ－２），０≤γ≤１ 线路实际结合水平，值越小，结合潜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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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的连接率仅１．１３６，刚超过１，环路指数不到

１０，城乡道路网发育为少回路网络（仅在局部形成少

量的 回 路）（表２），可 以 预 见，１９８９年 以 前（譬 如

１９８５年）整个城乡道路网连接率很可能不到１，城乡

道路网呈线状结构组织，整个城乡道路网处于树状

网络→少回路网络的路网演化阶段；
表２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发育变化（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Ｔａｂ．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１９８９－２０１０）

年份
基本属性

ｖ　 ｅ　 ｐ

连接程度

β μ

伸展程度

δ δ’ η Ｄ　 Ａ　 Ｚ

扩展潜力

α γ

１９８９　 ５９　 ６７　 １　 １．１３６　 ９　 １４　 ３６０．８　 ０．７４　 １４　６６４　 ９．８９　 ０．６７５　６　 ０．０７９　６　 ０．３９２

１９９５　 １６９　 ２０５　 １　 １．２１３　 ３７　 ２２　 ３８２．５　 ０．６６　 ２８０　６１０　 １４．０２　 ０．５１４　２　 ０．１１１　１　 ０．４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６７　 ３４５　 １　 １．２９２　 ８０　 ２８　 ３８８．２　 ０．７１　 ５８２　４２６　 １７．１１　 ０．５９１　２　 ０．１５２　７　 ０．４３４

２００５　 ４８８　 ８３０　 １　 １．７０１　 ３４５　 ３８　 ３９３．６　 ０．６９　 ９６３　３４２　 ２２．１６　 ０．５９７　４　 ０．３５９　０　 ０．５６９

２０１０　１　２１１　 ２　１５８　 １　 １．７８２　 ９４８　 ８４　 ４０１．５　 ０．７５　２　８５６　５２４　 ３５．２９　 ０．７３１　０　 ０．３９２　２　 ０．５９５

注：!为网络直径所包含连接数，!’为网络直径的长度，单位为ｋｍ．

　　（２）回路网络阶段（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　城乡道路

网连接率由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３６缓慢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

１．２９２，仅提高了１３．７％，环路指数由期初的９上升

到２０００年的８０，扩大了１０倍多（表２），城乡道路网

连接水平和覆盖程度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１２ａ间

连接率均不超过１．３，回路数量（尽管增长迅速）距

离路网最大成环规模差距明显（成环率相当低，不超

过１６％），路网基本 以２～３路 连 通 为 主，连 接 水 平

和覆盖程度增长缓慢，城乡道路网呈现低级回路网

络演化态势；
（３）网络扩展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连接率由

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９２急剧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７０１，并持

续增长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８２，环路指数则由期初的８０
跃迁到２０１０年的９４８（表２），城乡道路网连接水平

和覆盖深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至２０１０年圈域中心城

市武 汉 已 经 形 成４路 回 路 网 络 连 接（连 接 率 超 过

２），发育成为格状网络，其它八市已基本形成了３～
４路的回路网络连接，环路指数较２０００年增长了近

１２倍，整个城乡道路网日益成熟化，由２０００年的低

等级回路网络向２０１０年的高等级回路网络跃进，处
在逐渐接近更为成熟的格状网络发育水平的网络扩

展阶段。

２．２　城乡道路网伸展强度持续加大，路网伺服空间

广域化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城 乡 道 路 网 空 间 格 局 发 生 重 大

变化，整体呈现由核心向外围、由长江沿线向南北两

翼伸展和蔓延，路网伺服空间范围不断外扩，总体侧

重于广域推进。城 乡 道 路 网 网 络 伸 展 指 数Ｄ 由 期

初的１４　６６４增加到期末的２　８５６　５２４，增长了近１９５
倍，网络直径个数和长度也由期初的１４个和３６０．８
ｋｍ提高到期末的８４个和４０１．５ｋｍ，路网覆盖广度

不断增加，基本实现全域的“全覆盖”。

同时，在局部年份，城乡道路网的空间伸展方向

和强度存在差异，比较对偶“点对”连 接 数（Ａ）和 环

路指数μ）比值的变化率，可以发现：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网络伸展指数增长较快，环路指数增长幅度和速率

大大超过点对平均连接数，说明此时城乡道路网建

设侧重于新建大量线路，城乡道路网伺服空间不断

外向扩展，其内部新节点的生长和新径道的分化幅

度较慢，路网处于急剧的外向扩展阶段，呈现广域化

发展态势。

２．３　城乡道路网直径和中心几乎保持稳定不变，具
有强空间惯性

路网直径δ是城乡道路网中最远两城乡节点之

间的最短径线路数，其大小同路网的通达性空间收

敛和整个网络的稳定性紧密相关。从城乡道路网直

径变化来看，圈域网络直径变化不明显：一是直径走

向基本沿长江呈东西走向，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

二是直径长度增加幅度很小，由１９８９年的３６０．８ｋｍ
持续而缓慢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０１．５ｋｍ，２０多年间

向东 西 两 端 伸 展 不 到４１ｋｍ，平 均 每 年 仅 生 长

１．８５ｋｍ，网络直径长度的生长速度和幅度不明显，

仅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增长较显著，向东西两侧生长距离

（２１．７ｋｍ）达到２２ａ间总体水平的一半（表２）。但

是，网络直径在局部年份和地段出现明显的空间位

移，对应的部分节点发生跳跃，如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路
网直径的东半段由江北地段（团风、黄冈城区、浠水、

蕲春中部）迁移至沿长江岸线，源于期间武黄高速的

建设所致；此外，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穿过武汉中心的路

网直径由“北凸”变成“南凸”，主要是期间武汉外环

干线的建设引起；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网络直径的东缘（武
穴、黄梅）由沿长江岸线向北迁移至武穴－黄梅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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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黄梅东端新增节点和连边导致（图１）。
路网中心是指城乡道路网中由任一点至最远一

点最短径线 路 数（η）的 最 小 值 所 对 应 节 点，往 往 表

明该节点在整个圈域路网中具备最强的支配能力，
与节点在路网的区位条件和对外连接水平有关。从

城乡道路网中心变化来看，圈域网络中心稳定保持

在武汉市中心城区范围内，位于于武昌区与江夏区

交界处，整体空间位移微弱、不明显，期间整个空间

迁移距离最大仅１０．５ｋ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距离起

始点空间距离 均 在９ｋｍ半 径 范 围 内，整 个 城 乡 道

路网具有强初值（１９８９年网络中心）指向性（图２）。

２．４　城乡道路网支配能力不断提升，节点网络地位

差异显著，形成４种类型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城 乡 道 路 网 平 均 节 点 趋 中 指 数

整体呈 上 升 趋 势，其 中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出 现 大 幅 下

降，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 则 持 续 增 加，城 乡 道 路 网 对 整 个

圈域空间的支配能力不断增强，但并未与自身的通

达性水平保 持 高 度 的 吻 合，甚 至 呈 现 较 强 的“异 配

性”，城乡节点由于其区位条件和连接水平不同，趋

中指数存在显著差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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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网络直径变化（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１９８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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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中心迁移变化（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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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区位商公式，计算２０１０年各城乡节点的趋

中指数和拓扑通达性指数区位商（各节点值与平均

值之比），构造趋中区位商－通达区位商四分位图，
相应城乡道路网节点可划分４种类型（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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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趋中－通达类型（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３　Ｃｅｎｔｒｏｔａｘｉ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２０１０）

　　（１）中 心 支 配 型（趋 中 区 位）：趋 中 指 数 大 于 均

值，拓扑通达性指数小于均值。既接近城乡道路网

的交通中心，占据枢纽或邻近枢纽的位置，又具有良

好的通达性水平，对整个网络有较大的支配作用，这
类节点在圈域所点比例相当大，占据“大壁江山”，呈
连片分布，集中于核心圈层（包括武汉市、鄂州市、黄
石－黄冈－孝感－咸宁城区）及其周边邻近县域（黄
石大冶、黄冈浠水、团风、咸宁赤壁、嘉鱼、孝感汉川

等县域），以及外围圈层的东北部（包括红安、麻城、
罗田等县域）。

（２）边缘支配型：趋中指数和拓扑通达性指数小

于均值。虽然远离城乡道路网的中心，但位于或接

近枢纽位置，具有较好的通达性水平，对城市网络具

有一定的支配作用，这类节点比例仅次于第一种类

型，连绵展布于外围圈层，主要集中于黄冈英山、蕲

春、武穴、罗田、黄石阳新、咸宁通山、通城、崇阳等大

别－幕阜山 区，孝 感 安 陆、应 城 等 大 洪 山 缘 以 及 仙

桃、天门、潜江等江汉平原区。
（３）趋中端点型：趋中指数和拓扑通达性指数大

于均值。虽然邻近网络交通中心，但地处圈域路网

的端点位置，对外拓扑通达性较差，不具备良好的网

络支配能力，这类节点比例相当小，主要呈点状散布

于核心－外围圈交界处，主要有３个，分别位于潜江

的西北、孝昌的北部、通山的北部。
（４）边缘端点型：趋中指数小于均值，拓扑通达

性指数大于均值。节点位于城乡道路网的边缘和端

点的位置，对外通达性水平低，对城市网络的支配作

用很小，这类 节 点 在 圈 域 几 乎 缺 失，２０１０年 缺 少 代

表节点。

２．５　城乡道路网空间生长尚未饱和，城乡道路网发

育仍处于较低水平

一方面，从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的 变 化 来 看，随 着 节

点规模的增长，城乡道路网的实际成环率和实际结

合度（（“成环”和“成线”的程度）持续上升，路网成环

和成线潜力依次下降，其充填和扩展能力不断提升，
但路网整体成环和连线的空间生长潜力仍然较大，

２０１０年“成环”潜力（１－α）和“成 线”潜 力（１－ "）达

到最低水平，但分别超过６０％和４０％，表明在路网

内部仍存在大量的“空隙”斑块，在网络边缘存在大

面积的“空白”地带，呈现大量“结构空洞”。另外，与
沿海、中部五大都市圈群比较，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

网的连接水平仍较低：与沿海三大都市圈（群）差距

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群）连接

率均超过２，已经迈入相对高级的格网状－细胞 状

网络阶段）；与中西部都市圈（群）相比，优势微弱，比
中原城市群（略 大 于１．５）和 成 渝 城 市 群 连 接 率（大

于１．６，进入高级回路网络阶段）略高（表３），“天下之

表３　武汉城市圈与其它都市圈（群）城乡道路网发育比较（２０１０年）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２０１０）

都市圈（群）
基本属性

ｖ　 ｅ　 ｐ

连接程度

β μ

扩展潜力

α γ

武汉城市圈 １　２１１　 ２　１５８　 １　 １．７８２　０　 ９４８　 ０．３９２　２　 ０．５９５　０
长三角城市群 ６　９２８　 １３　８８８　 １　 ２．００４　６　 ６　９６１　 ０．２５０　７　 ０．６６８　４
京津冀城市群 ５　９５２　 １１　９１３　 １　 ２．００１　５　 ５　９６２　 ０．２５０　３　 ０．６６７　４
珠三角城市群 ３　５３０　 ７　０７２　 １　 ２．００３　４　 ３　５４３　 ０．２５０　６　 ０．６６８　２

中原城市群 ２　３５１　 ３　６５４　 １　 １．５５４　２　 １　３０４　 ０．１７８　６　 ０．５１８　５
长株潭城市群 ９６３　 １　１６６　 １　 １．２１０　８　 ２０４　 ０．０８７　７　 ０．４０４　４

注：为保证可比性，其它五大都市圈（群）数据与武汉城市圈交通网络数据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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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区位优势并未显现。随着未来几年内，圈际以

武汉为中心的“高铁４ｈ圈”的建设完成和圈内以武

汉为中心的环放状快速干道网的持续完善，武汉城

市圈城乡道路网空间发育将迎来新的“突变”。

２．６　城 乡 节 点 拓 扑 连 接 位 序－规 模 满 足 一 定 的 幂

律，表现出无标度性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计 算 城 乡 节 点 实 现 全 遍 历 的 最

小连接数，发现：城乡节点最小连接数位序－规模曲

线呈较高拟合性态的幂律分布（幂指数拟合程度Ｒ２

普遍超过０．８，个 别 年 份 达 到０．９以 上），满 足 一 定

的Ｚｉｐｆ法则，形成明显的等级层次性和无标度性。
同时，城乡节点最小连接数的“首位分布”整体趋于

弱化，空间渐趋均衡，首位度（五节点指数）由期初的

０．２７８缓慢 下 降 到 期 末 的０．２６７，变 异 系 数 由１９８９
年的０．２０缓慢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１８，表明路网拓

扑连接空间层次性不断减弱，空间分异程度有所下

降（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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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武汉城市圈城乡节点拓扑连接位序－规模分布

Ｆｉｇ．４　Ｒａｎｋ－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３　城乡道路网的拓扑通达性结构空间

演化

３．１　拓扑通达性基本呈不规则环状分异，形成中心

－外围和三圈等级的复合结构

受城乡节点区位发育影响，拓扑通达性也基本

遵循中心－外围距离衰减律，呈现以武汉市为核心

的不规则环状结构分异，形成从高通达性中心向外

围伸展的等通达性圈，其中武汉市域及周边节点成

为整个圈域通达性圈的极值中心，而其外围地带整

体拓扑通达性水平较低，处于“边缘”地位，宏观发育

形成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整个时序段，等通达性

圈整体分布不均匀，外密内疏，拓扑通达性明显形成

高－中－低通达性３个等级层次，其通达性圈形态

具有明显差别：０．６～０．９的高通达性圈集中分布于

核心圈层，等值线相当稀疏，边缘相对不规则；０．９～
１．１的中通达 性 圈 相 对 密 集、连 绵 展 布 于 核 心 圈 层

周边，其外缘 相 对 规 则 齐 整，并 未 出 现 大 的 扭 曲 变

形；１．１～１．６的低通达性圈则主要集中于江汉平原

河湖密集区和桐柏－大别－幕阜山地连绵带，等通

达性圈整体出现间断，局部形成多个相对平滑的低

通达性扇形圈，整个圈域等通达性圈外缘形态和分

布密度存在典型的等级层次性，形成高－中－低三

大等级圈层结构。

３．２　拓扑通达性空间格局受高速公路分布影响，等
通达性圈出现圈层破碎化

拓扑连接关系反映了城际连接程度的优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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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空间连接关系与高速公路布局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和耦合性。当前高速公路建设明显提高了武汉城市

圈域城乡节点关联的通达性水平，表明中尺度城镇

群体空间，城乡交流和作用的便利性主要取决于快

速陆路交通网络（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发育水平。
分析通达性等值线走向，沿沪蓉高速公路形成

了一个拓扑通达性水平较高的东西向交通走廊，集

中了潜 江、仙 桃、武 汉、鄂 州、黄 石 等 中 心 城 市 和 汉

川、东西湖等重要城镇，京珠高速沿线的孝感城区、

武汉城区、江夏、咸宁城区、赤壁等城镇，汉十高速沿

线的孝感安陆、云梦、孝感城区也保持较高通达性水

平，而高速公路尚未贯通的武汉城市圈东部及南部

边缘山区（大别山和幕阜山区）、西部平原地区（天门

等）通达性 水 平 较 差，拓 扑 连 接 通 达 性 指 数 值 超 过

１，低于圈域平均水平；同时，这种拓扑通达性节点的

“高速”指向性，也导致整个等通达性圈发生变形呈

不规则化，局部年份（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甚至出现圈层

破碎化（长江沿线出现未闭合等值线）（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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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的拓扑通达性等值线图（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ｃｌｉｎｅｓ　Ｍａｐ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１９８９－２０１０）

３．３　拓扑通达性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小，与城乡节点

发育和连接程度密切正相关

比较城乡节点时间、空间距离通达性和拓扑通

达性等值线图，发现拓扑通达性的圈层性发育更明

显，等值线更平滑，等值地段空间收敛更显著，区位

条件、空间距离对拓扑通达性的影响较小，拓扑通达

性主要取决于城乡节点的分布密度和线路的连接程

度。受城乡节点体系的“靶形”极化发育和线路成网

程度的宏观格局影响，城乡节点拓扑通达性与城乡

节点体系发 育 基 本 同 步 同 形，复 合 形 成“核 心－外

围”组织模式。即，通达性最好的城乡节点除武汉市

区以外都集中在武汉市周边，这些城乡节点规模等

级较高，构成圈域次一级中心地，通达性等值线分布

稀疏，通达性指数高于圈域平均水平；而外围区域城

乡节点通达性则低于平均水平，这些节点在整个城

市圈中处于“竞争腹地”地位，其规模等级低于城市

圈域核心圈中心城镇，通达性等值线相对密集，整个

圈域城乡节点拓扑通达性空间分布与自身城镇体系

等级规模分布保持协同一致趋势，空间格局呈现“核
心－外围”组织结构。

３．４　拓扑通达性空间差异存在阶段性变化，以城乡

关联主方向为高值区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圈 域 城 乡 节 点 拓 扑 通 达 性 指 数

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相对均衡的动态变化，整体

上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形成多个高－高关

联集聚区和多个低－低关联集聚区，且其分布组合表

现出时序动态性，根据高值集聚区形态可以划分为

３个阶段：
（１）“Ｙ”型阶段（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以汉江－长江

为中轴线，基本地处圈域核心地带，城乡关联作用强

烈（尤其是沿线节点与武汉市之间），沿线城乡道路

网络分布较密集，发育日趋成熟，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武黄高速、宜黄高速和３１６国道等

高等级路网建设，区域拓扑通达性圈相对密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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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性 水 平 较 高，而 其 南 向 的 幕 阜 山 区、北 向－东

北向的桐 柏－大 别 山 区 拓 扑 通 达 性 圈 非 常 稀 疏，
形成一条呈西 北－东 南＋东 西 走 向（于 武 汉 市 交

汇）的主要城乡关 联 方 向，地 域 空 间 上 表 现 出 一 条

向左旋转９０°左 右 的“Ｙ”字 型 带 状 高 通 达 性 区，整

个圈域通达 性 分 布 呈 现 核 心 地 带－外 缘 地 带 差 异

（图５ａ－图５ｃ）。
（２）“十”字 型 阶 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城 乡 节 点

关联以南北向京珠高速和东西向沪蓉高速为中轴线

（两条轴线于武汉市交汇），呈东西－南北两个方向

伸展；其沿线区域城乡关联作用程度较强，通达性水

平较高，高拓扑通达性区呈“十”字型带状伸展，成为

圈域的核心地带，十字轴的东北缘（大别山区）、北端

（桐柏山）和东南部（幕阜山）等周边地段拓扑通达性

圈仍然比较稀疏，保持时间上的“劣者恒劣”态势，成
为圈域的边缘地带，整个通达性分布仍然表现出不

同于 第 一 阶 段 的 核 心－边 缘 地 带 分 异（图５ｃ、图

５ｄ）。此外，城乡节点拓扑通达性的伸展幅度和形态

略存在一定差别：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城乡节点拓扑通达

性圈基本呈不规则星状，东西、南北两个方向伸展幅

度相对一致和统一；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城乡节点拓扑通

达性圈则变形为“纺锤”状，南北方向伸展幅度超过

东西方向，圈 层 由 圆 形 扭 曲 变 形 为 竖 向 椭 圆 形（图

５ｄ、图５ｅ）。

３．５　拓扑通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与自身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相关

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

具有较高的拓扑通达性水平，其城乡节点既占据优

越空间区位，又拥有良好经济效应，二者共轭协同，
对整个圈域拓扑通达性格局起到强化和固化效应。

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 武 汉 城 市 圈 城 乡 道 路 网 拓 扑 通

达性空间差异 显 著，其 变 异 系 数 基 本 超 过０．２５，不

同程度大于时空距离通达性，与整个圈域的社会经

济地理结构密切相关，其分布基本与其社会经济发

展地理格局保持一致和同构。一方面，拓扑通达性

高值中心位于武汉市主城区，低值边缘区多位于整

个圈域的边缘，拓扑通达性极值分布与圈域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极值分布格局保持同构。另一方面，
拓扑通达性较高城乡节点空间集聚性显著，主要分

布于圈域核心圈（武汉市、鄂州市、黄石市区、咸宁市

区），而拓扑通达性指数较低的城乡节点主要分布于

圈域外围圈，且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形成东北－西

南半环状山地区和西缘块状江汉平原区两大集聚片

区。整体上拓扑通达性的核心－外围圈层分布与区

域社会经济 发 展 的 核 心－边 缘 强 结 构 保 持 高 度 一

致，但在局部年份和地域，拓扑通达性空间等级分布

出现与城镇规模等级位序不一致的“突变”，即存在

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占据良好

的交通区位条件，如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的嘉鱼城区，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而通达

性水平不高的节点，如２０１０年的鄂州市。

４　结论

武汉城市圈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和区域协调发

展示范区以及“中部崛起”的重要发展引擎，城乡道

路网的发育程度对该区域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发育日益成熟化，

但相比同处中部的中原城市群，差距还很大，说明城

乡道路网空间生长尚未饱和，外向拓展和内部充填

的潜力较大。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通达性时间演化和空间

分异表现 出 微 观 动 态 性 和 宏 观 稳 定 性 特 征。一 方

面，通达性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表现为结构的均

衡性和组合性变化：一是，通达性空间分布呈现不均

衡－均衡的周期式动态性变化。２０多年间，圈域通

达性空间分 布 处 于 相 对 不 均 衡（集 聚）→相 对 均 衡

（分散）→相对不均衡（集聚）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演化过程。二是，通达性空间分布结构由核心－边

缘向等级圈层结构的演进。２０多年间，通达性空间

分布上不断由极化（集聚且不均衡）向集散（集聚与

扩散交互，相对均衡）演化，呈现核心－边缘极化式

（“一极集中”）→核心－外围圈层式（“两圈并立”）→
极核－中间－边 缘 圈 层 式（“三 圈 渐 进”）的 进 化 格

局。另一方面，通达性空间分布并未随着时间变化

而出现结构的剧变性，表现出时间稳定性和空间延

续性，具有空间惰性和惯性。一是通达性重心变化

相对固定性：２０多 年 间，通 达 性 重 心 和 中 心 的 空 间

迁移变化不明显，囿于武汉市城区，宏观上保持高度

的稳定性，但其微观格局存在跳跃性和突变性。二

是通达性分布 指 向 保 持 统 一 性：２０多 年 间，通 达 性

空间指向性分布明显，时间上保持趋稳性，空间上具

有趋中性（向心集聚性）和趋优性（轴向扩散性和向

心集聚性）特征，即通达性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于

中心区位（接近于几何中心和经济中心）和核心圈层

（集中于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孝感和咸宁城区）等
中心或优势区位，高度集聚于核心城市群成团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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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布于快速干道沿线成指状、带状或十字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

烈，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必须联合起来，夯实一体化

发展的基础，共同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交通

运输系统，形成以武汉为中心、以发达的交通网络为

依托的城乡一体化格局。

参考文献：

［１］　刘承良．武汉都市圈空间发展机理与调控战略［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陈彦光，罗　静．河南省城市交通网络的分 形 特 征［Ｊ］．信 阳 师

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８，１１（２）：１７２－１７７．
［３］　杨　涛，过秀成．城市交通可达性新概念及 其 应 用 研 究［Ｊ］．中

国公路学报，１９９５（２）：２５－３０．
［４］　ＨＡＮＳＥＮ　Ｗ　Ｇ．Ｈｏｗ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ａｐ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１９５９，２５：７３－７６．
［５］　ＶＩＣＫＥＲＭＡＮ　Ｒ　Ｗ．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１９７４（６）：６７５－６９１．
［６］　ＭＯＲＲＩＳ　Ｊ　Ｍ，ＤＵＭＢＬＥ　Ｐ　Ｌ，ＷＩＧＡＮ　Ｍ　Ｒ．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１９７８，１３：９１－１０９．
［７］　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Ｄ，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ＳＨＥＡＲＥＲ　Ｊ．Ｕｓｉｎｇ　ｄｅｓｋ－

ｔｏｐ　Ｇ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ｎ　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１４（１）：８５－１０４．
［８］　ＪＩＡＮＧ　Ｂ，ＣＬＡＲＡＭＵＮＴ　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ｔｏ

ＧＩＳ：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ＩＳ，２００２，６（３）：２９５－３０９．
［９］　ＢＯＷＥＮ　Ｊ．Ａｉｒｌｉｎｅ　ｈｕｂ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０（８）：２５－４１．
［１０］　ＤＵＰＵＹ　Ｇ，ＳＴＲＡＮＳＫＹ　Ｖ．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６，４（２）：１０７－

１２１．
［１１］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Ｒ，ＧＯＭＥＺ　Ｇ．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ｔｒａ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６，４（４）：２２７－２３８．

［１２］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ｃｅｓ－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ｌｉｎｅ　Ｍａｄｒｉｄ－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Ｆｒｅｎｃｈ　ｂｏｒｄ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９）：２２９－２４２．
［１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Ｃ．Ａ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ｎｋ［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９（６）：４５７－

４７０．
［１４］　金凤君，王姣娥．２０世纪中国铁路网扩展及其空间通达性［Ｊ］．

地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９（２）：２９３－３０２．
［１５］　王姣娥，金凤君．中国铁路客运网络组织与空间服务系统优化

［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５，６０（３）：３７１－３８０．
［１６］　金凤君．我国航空 客 流 网 络 发 展 及 其 地 域 系 统 研 究［Ｊ］．地 理

研究，２００１，２０（１）：３１－３９．
［１７］　王法辉，金凤君，曾　光．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的空间演化模 式

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３，２３（５）：５１９－５２５．
［１８］　曹小曙，薛得升，阎小培．中国干线公路网络联结的城市通 达

性［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５，６０（６）：９０３－９１０．
［１９］　李　红，李晓燕，吴春国．中原城市群高速公路通达性及空 间

格局变化研究［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１，３０（１）：５５－５８．
［２０］　李玉森，王　利．辽宁省干线公路网络通达性 研 究［Ｊ］．资 源 开

发与市场，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２２－１２５．
［２１］　李　平，曹小曙，徐　旭．穗港走廊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分 析

［Ｊ］．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４５（３）：１００－１０４．
［２２］　刘望保，周永杰．基于干线公路和铁路网的中国省会城市的交

通通达性研究［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４
（１）：１２４－１２８．

［２３］　李　涛，曹小曙，黄晓燕．珠江三角洲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 与

人口变化关系［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３１（９）：１６６１－１６７２．
［２４］　曹小曙．穗深港巨型城市走廊空间演化研究［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６：３８．
［２５］　牛树海．高速公路网络化的时空收敛效应研 究［Ｊ］．人 文 地 理，

２００５，２０（６）：１０６－１１０．
［２６］　程连 生．中 国 新 城 在 城 市 网 络 中 的 地 位 分 析［Ｊ］．地 理 学 报，

１９９８，５３（６）：４８１－４９１．
［２７］　陈　赟．城镇体系与公路交通适应性研究［Ｄ］．长沙：长沙理工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８７１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第２３卷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１，２，ＹＵ　Ｒｕｉ－ｌｉｎ１，２，ＤＵＡＮ　Ｄｅ－ｚｈｏｎｇ１，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３．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ａｎｄ　２０１０，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ｏａ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ｒａｐｈ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ｂｕｉｌｔ，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０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ｎｅｔ，ｌｏｏｐ　ｎｅｔ　ａｎｄ　ｎｅ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ｙｅ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ｏｕｔｗ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ｔ　ｉｔ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ｈａｄ　ｔｈｅ　ｕｎ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ｂｕ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ｄ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ｈａ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ｒａｎｋ－ｃｉｒｃ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ｍｕｓｔ　ｊｏｉｎ　ｆｏｒｃｅｓ，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ａ　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
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９７１　第２期　　　　　　　刘承良，等：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拓扑通达性的时空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