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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6823.htm 按照城市的用地形态

和道路骨架形式，可以把城市形态类型大体上归纳为集中和

分散两大类。 1．集中式 所谓集中式的城市形态，是指城市

各项用地连成一片，形成集中发展的城市形态。这种类型的

城市又可以分为团块状、带状、星状等形态。来源：考试大

的美女编辑们来源：考试大 ①团块状团块状城市主要是在城

市中心的强大吸引力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城市形态。城市的生

产和生活在市中心地区集中，城市地域则以同心圆的形状向

周围延展，形成团块状的城市形态。如果随着城市的发展，

不能通过快捷的交通系统及时把人口和产业疏散出去，则团

块状城市会在原有基础上蔓延，作“摊大饼”状发展。来源

：考试大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团块状城市是

平原地区一种比较常见的城市形态。我国的成都、合肥，美

国的华盛顿、堪萨斯城都是团块状城市。团块状城市如果受

到地形、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只向一侧延展，就会形成扇形

的城市形态。 团块状城市一般布局紧凑，只有单一的中心，

有利于生产部门的协作和管理，节省用地，也使市政设施更

加经济。但这类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会产生一系列弊病。

随着城市地域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往往使工业区和生活区

层层包围城市，这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工业布局中是一个较为

普遍的问题。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②带状城市带状

城市主要是在沿交通线发展的轴向力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城

市形态，也有的是在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或外部吸引力的



作用下形成的。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 交通条

件是城市生产和生活赖以进行的重要条件，城市地域往往沿

交通干线（铁路、公路、河道等）向外扩展，最终形成条带

状城市形态，这些交通线也成为城市的主要发展轴。在我国

南方河网地区、山区河谷城市或沿铁路线的城市中，不少具

有带状地域形态，如江苏常州、河南洛阳、青海西宁、湖北

宜昌、贵州都匀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等。我国的北方城市兰州

，城市建成区沿黄河河道东西延伸，是特大城市中最典型的

带状城市。日本著名的科学城筑波市，也是典型的带状城市

。筑波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建设的科学城，一条长达9千米

的南北中轴决定了城市地域形态为带状，平行南北主轴，有

两条高速干道，与境外高速公路相接。 ③星状城市当城市的

主要发展轴由3条以上相互交叉的轴线构成时，就会形成有3

个或3个以上的超长伸展轴的星状地域形态。我国湖北的武汉

、辽宁的大连、河南的郑州、广东的韶关、河北的秦皇岛以

及浙江的嘉兴都是星状城市。嘉兴城在唐宋时建成的城区为

团块状地域形态，明清时期，由于城区河流频繁淤塞，不能

通行漕运大船，城市沿环城河道向东、北两个方向伸展

。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城市沿铁路迅速延展。新中国成立

初期，由于陆路交通发展缓慢，城市仍以沿河伸展为主。20

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工业发展迅猛，在城市外围形

成工业飞地，城市地域呈松散状态。60年代以后，城市地域

扩散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主要是以填充轴向空地为主。70年

代后期，公路运输发展较快，城市开始转向沿公路发展，以

老城区为中心，沿四条对外公路及大运河伸展，城市地域逐

渐演变为星状。来源：www.100test.com采集者退散 2．分散式



与集中式城市相对，一些城市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城市

用地被分隔成相对独立的部分，形成分散式的城市形态，主

要是以组团状城市为代表。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

：www.100test.com 组团状城市由于受用地限制或河流阻隔等

自然条件因素（如用地、河流阻隔等）的影响，或在规划、

控制等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建成区以河流、农田或绿地

为间隔，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众多团块状城市形态。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采集者退散 如我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市

，市区发展受山地地形和河流的制约，形成了有机疏散成组

成团的地域形态，市区分解成市中区、江北、南岸、沙坪坝

、大渡口、九龙坡6个组团，它们之间以河流、山岭、冲沟、

农田等自然物间隔，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近生产生活

，成为我国自然形成的组团式布局的典型实例。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

：考试大 应当指出，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用地扩

展和空间结构类型是可以不一样的。一般规律是，早期城市

是集中式，连片地向郊区扩展。当城市再扩大或遇到“障碍

”时，往往又以分散的“组团式”去发展。到了第三阶段，

由于能力加强，各组团彼此吸引，城市又趋集中。到了最后

，城市规模太大需要控制时，又不得不以分散的方式，在其

远郊发展卫星城或新城。当然，有些组团式城市由于自然的

阻隔和人为的控制，不可能完全连成一片以集中的方式发展

，而是各自发展成分散的城区或小城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