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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DMSP/OLS 非辐射定标的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构建了一个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

数, 并分析了该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在省级尺度上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灯光指数与反映城市化水平的复

合指数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 可以用于我国城市化水平及其时空分异分析和城市化进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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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

调整, 城市化正在我国迅猛地发展。1980—2000 年

的20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 9.2%增

长到 19%[ 1] 。而且据估计,到 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19%增至 39%,到 2050

年将可能增至49%,即16亿人口中近半数将集中在

城市区域
[ 2]
。城市化进程及其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

将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之

一,为促使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大

限度地抑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及时宏

观地把握城市化的发展现状, 并深入解析城市化进

程的内在机制。

城市化是一个涉及经济 、社会 、人口 、地域空间

等诸多方面的复杂过程, 因此,社会学 、经济学 、人口

学 、城市规划学及地理学等相关学科都从各自的认

识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定义[ 3—6] 。由于对城市化概

念理解的不一, 使得各学科对城市化过程进行测度

的指标和方法差异较大
[ 6—10]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

成果,目前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主

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主要指标法是选择对城市

化表征意义最强的, 又便于统计的个别指标, 来描述

城市化达到的水平 。这种指标主要有人口和土地利

用比例指标 。复合指标法是选用与城市化有关的多

种指标予以综合,以表征城市化的水平 。从目前的

研究情况看, 无论是主要指标还是复合指标在量度

城市化水平时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对于前者,各国

各地区对城市以及城市人口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特别是我国对城镇人口的定义变动很大,概念不

够准确,造成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之间可比性差 。另

外,单一指标也不能反映出城市化的其它性质和发

展的总体规模 。对于后者,从理论上讲这一方法可

以克服主要指标法的不全面性, 能够更好地揭示城

市化的复杂特性。然而,由于研究重点 、尺度及对象

区域等的不同,目前大多数的复合指标都具有很强

的学科性和地域性,缺乏一定的通用性,使得复合指

标法多局限于具体城市地域,而无法进行国际间的

比较分析
[ 3]
。此外, 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指

标都基于统计数据, 由于数据获取的滞后性和统计

工作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使得测度指标在可比性 、

可信度 、及时性方面都存在着不足。因此,构建一个

能够综合 、全面地刻划城市化发展及其特性,并能够

快速获取且具有较高可比性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

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航天遥感技术的发展

为满足上述需要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 。

遥感技术应用于城市化研究在我国已有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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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11, 12]

,但主要集中在小尺度的城市土地利用分

类 、变化提取和空间扩展监测等方面[ 13—20] ;而对大

区域乃至整个全国的城市化遥感研究相对较少。这

可能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合较大空间尺度的城市化研

究的遥感数据所造成的。美国军事气象卫星 De-

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 DMSP) 搭载的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OLS)传感器为大尺度的

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手段。DMSP/OLS

有别于利用地物对太阳光的反射辐射特征进行监测

的LANDSAT TM, SPOT HRV和NOAA AVHRR 传感器,

该传感器可在夜间工作,能够探测到城市灯光甚至小

规模居民地 、车流等发出的低强度灯光,使之明显区

别于黑暗的乡村背景,其与 AVHRR相当的空间和时

间分辨率,比较适合城市化进程的动态监测, 国外许

多学者已成功地将DMSP/OLS数据应用于城市研究。

例如, Sutton等人利用 1994—1995年间的稳定灯光产

品[ 21] ,估算人口密度[22] ;Imhoff等用它估计城市面积

和城市扩张对土壤资源的影响[ 23, 24] ;Gallo 等用夜间

灯光数据评价了热岛效应对气象记录的影响
[25]
;

Elvidge等发现了各国家的灯光面积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高度相关性[ 26, 27] ;Lo[ 28]尝试建立了基于辐射定

标夜间灯光强度数据的中国人口估算模型。而国内

缺乏这种数据,相应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

本文重点介绍 DMSP/OLS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

平均强度数据的处理流程, 利用 DMSP/OLS 非辐射

定标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的特点,挖掘数据信息,

构建了一个综合 、全面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 具有较

高可比性的灯光指数, 并验证了这一指数的在省级

尺度上的可靠性,该指数在地区 、县级尺度上适用性

的验证及分析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国城市化强度及其

时空分异的分析将在后续论文中给出。

2　DMSP/OLS数据及预处理

DMSP 卫星上搭载OLS传感器始于 1976年 9月

发射的DMSP Block 5D-1 satellite F-1,目前使用中的

DMSP 卫星系统 ( F-12, F-13, F-14) 均搭载了 OLS 传

感器 。该传感器有两个通道:1)可见光 、近红外通道

(VNIR, 0.4—1.0μm,光谱分辨率为 6-bit) ;2)热红外

通道(TIR, 10—13μm,光谱分辨率为 8-bit) ,其获取图

像的幅宽为 3000km, 全分辨率数据( Full Resolution)

的空间分辨率为 0.56km。卫星以一天 14轨的速度

飞行, 每一个OLS传感器每天都能获取覆盖全球的

黑夜和白天的图像。整个卫星系统一天能提供全球

4个时段的观测数据:黎明, 白天, 黄昏和夜晚。设

计这种传感器最初的目的是观测夜间月光照射下的

云,因而具有较高的增益, 这种高增益性能使 OLS

传感器不仅能监测云还能探测城镇灯光 、火光 、渔船

灯光等发出的电磁波。

1992年,美国空军和 NOAA为 DMSP 数据在国

家地理数据中心 ( NGDC: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建立了数字格式的文档 。随后开发了相应的

程序来识别和定位夜间 OLS 图像数据[ 29] 。NGDC

的早期OLS 数据主要是基于低光数据(月光微弱条

件下获取的数据)的稳定灯光数据产品( Stable Light

Data) ,记录了一定时段内无云观测情况下灯光被探

测到的频率。该产品虽然排除了亮云和水体的影

响,但仅记录了各像元灯光出现的频率,缺乏灯光强

度信息。于是 NGDC 在 1996—1997年间( 1996年 3

月 16日 —3月 24日, 1997年 1月 5日 —1月 14日,

1997年 2月 3日—2月 12日)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

了辐射标定实验, 得到的数据产品称为辐射定标夜

间灯光强度数据( Radiance-calibrated Low-light Data) 。

该数据产品考虑了 VNIR通道在高倍增益下, 城市

中心区域灯光数据饱和的问题, 对增益进行了人为

控制,然后对不同增益下的数据作平均化处理, 最后

得到 VNIR通道辐射值的范围为 1.54×10-9 —3.17

×10-7W/cm-2.sr-1.μm-1 。由于该数据产品在获

取数据时需要关掉星载跟踪扫描放大控制器( AS-

GC)和 BRDF 放大倍数自动修正功能来实现对放大

增益的人为控制, 因此该类数据产品目前只有

1996 —1997年的实验产品(详细资料请参阅 Elvidge,

1999论文[ 30] ) 。

本次研究使用的 OLS 数据产品来自日本国立

环境研究所, 该数据产品是介于上述两类产品之间

的新数据产品,被称作非辐射定标的夜间灯光平均

强度数据产品。它是由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和东京

大学在NGDC 的 DMSP/OLS 研究小组协助下, 借鉴

1996 —1997年间夜间灯光数据辐射标定实验工作的

经验, 针对亚洲地区的特点开发的 。根据 DMSP/

OLS的物理设计,在正常操作状态下, OLS 的增益会

随着背景照度的变化进行自动调整, 背景照度的变

化依据月球运转周期以及月球的高度来预测。最低

的放大倍数出现在满月时,这时的图像非常类似于

白天可见光波段的图像。随着月光照度的减小, 放

大倍数逐渐增大, 在每一个月亮周期中月光最暗的

晚上,增益系数调到最大值(约 60dB) 。对多时相不

同增益下的VNIR通道数据( MoonLight50%以下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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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数据)做平均化处理即可得到城市灯光强度分布 。

该方法虽然不可能获取充分满足要求的低倍增益数

据,不可避免地存在大城市中心区域灯光数据饱和

的问题,但由于亚洲地区(日本除外)城市发展水平

低于北美地区, 所以该近似方法带来的饱和问题并

不显著 。与 1996—1997年的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强

度数据的获取方法相比, 该近似方法不需要对放大

增益进行人为控制,因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储

备进行多年度时间序列制图, 为城市化的强度及其

时空分异分析提供了条件 。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平

均强度数据产品主要利用了 1992 年( DMSP F10 卫

星) 、1996年 、1998年( DMSP F12卫星)各年度 9—11

月MoonLight50%以下的多时相 OLS数据,按图 1所

示的数据预处理流程得到 。其中,夜间灯光的提取

使用 Elvidge 等开发的程序自动完成,该程序根据背

景亮度值设定局地阈值来识别夜间灯光[ 29, 30] ;VNIR

通道数据的消云处理则利用了热红外通道阈值法

(云的温度比地表温度低) ;而偶然噪声(油气燃烧 、

火光 、闪电等)则通过设定最少被观测到的发光次数

阈值的方法来滤除(偶然噪声通常是那些被观测到

发光次数较少的像元) 。在消除了云及火光等偶然

噪声影响后, 在有效观测期间内 (各年 9—11 月

MoonLight50%以下观测日) , 确定 VNIR通道数据中

各像元无云观测的次数及其对应的灰度值(DN ) ,并

按下式分别计算各像元灰度平均值( DNaverage )得到

最终数据产品 。亚洲地区 1992年, 1996年, 1998年

的最终数据产品见图 2(图版 Ⅰ ) , 我们从最终数据

产品中提取的中国部分(投影转换为 ALBERT 等面

积圆锥投影)如图 3所示 。

图 1　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的预处理

Fig.1　Flowchart for Non radiance-calibrated average light intensity data pre-processing

170　　 遥　　感　　学　　报 第 7卷



图 3　基于灯光指数的城市化复合指标估算模型

Fig.3　The regression model for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estimation using light index

DNaverage =
∑
N

t=1
DNt

N
(1)

式中 N为各像元无云观测的次数 。

3　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数构建

城市化水平是人口, 产业结构,地域空间等方面

城市化的综合反映;而 DMSP/OLS 夜间灯光平均强

度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结果的综合体现,因此, 选

用DMSP/OLS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来分析评价城市化

水平是比较恰当的。

3.1　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数的定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区域夜间灯光分布的两

方面属性来构建反映其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数

( Lj ) :( 1)区域平均灯光强度属性;( 2)区域灯光面积

属性。两方面的属性通过下述指标予以定义和计

算,然后用线性加权综合为灯光指数( Lj ) , 为了去除

量纲差异的影响和便于进行年度间比较, 两属性指

标都定义为相对数值 。

Lj = Ij ×W1 +S j ×W2 (2)

式中, Lj 为区域 j 的灯光指数, Ij和S j 分别为区域 j

平均灯光强度指标和灯光面积指标, W1、W2 为其权

重,通过 3.3的相关分析确定。

区域平均灯光强度指标 Ij (区域 j)定义为:

Ij =∑
63

i=1
DNi ×

ni

N ×63
(3)

式中 DNi 为区域内第i 等级的灰度值 。n i为区域内

第 i灰度等级的像元总数。 N为区域内所有灯光像

元总数(63≥DN≥1) , 63为最大灰度等级 。 Ij 表征

了相对于最大可能灯光强度的比例关系。

区域灯光面积指标 S j定义为:区域内所有灯光

像元的总面积(63≥DN ≥1像元之面积)占整个区

域面积(63≥DN≥0像元之面积)的比例, 反映了灯

光的空间延展特性 。

Sj =
AreaN

Area
(4)

式中 AreaN 为区域内所有灯光像元的总面积, Area

为整个区域面积。

3.2　基于统计数据的城市化复合指标

为了评价灯光指数是否反映了区域的城市化水

平,本研究参考曾鸿程,孙育秋等人的方案
[ 7]
,选取了3

个反映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子按下式计算城市化复合

指标, 3个因子分别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

二 、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建成区面积占

整个区域面积的比例。各因子为等权重。

Cj = ∑
3

i=1
Wi ×X i (5)

其中:Cj 为区域 j的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数;Wi 为第 i

种城市化因子的权重;X i 为选取的城市化因子。

3.3　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与城市化复合指标的相关分析

为了进行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

合指标的相关分析, 需要先计算各省 、直辖市的灯光

指数 Lj和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数 Cj , Cj 以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 1, 31, 32]

为基础按(5)

式计算得到,灯光指数 Lj 按以下步骤计算:首先将非

辐射定标的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产品投影变换为

兰勃特等面积方位投影,然后将相同投影方式的省级

行政边界图转换成像元大小与之相匹配的栅格格式,

并与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进行叠置分析( Overlay) 。

以此为基础按( 4) 、( 5)式分别计算各省 、直辖市的平

均灯光强度指标 Ij 和灯光面积指标 Sj。由于我们没

有先验平均灯光强度指标 Ij 和灯光面积指标 Sj的相

对重要性评价, (1)式中的权重按表1的组合给出,根

据(1)式和表 1的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 1992年, 1996

年, 1998年各省 、直辖市的灯光指数 Lj 。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标

的相关分析,其结果见表 1所示(由于统计数据的不

可比性,台湾 、香港 、澳门未列入分析,西藏缺统计数

据) 。我们发现, 这三年的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

合指标之间都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灯光指数能够较

好地反映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此外, 在表1中,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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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标的

相关分析(表中值为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light

index and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权重组合 1992年 1996年 1998年

W1=0.1, W2=0.9 0.823 0.855 0.869

W1=0.2, W2=0.8 0.830 0.861 0.872

W1=0.3, W2=0.7 0.838 0.867 0.875

W1=0.4, W2=0.6 0.848 0.873 0.877

W1=0.5, W2=0.5 0.858 0.880 0.878

W1=0.6, W2=0.4 0.870 0.887 0.878

W1=0.7, W2=0.3 0.882 0.893 0.875

W1=0.8, W2=0.2 0.897 0.896 0.869

W1=0.9, W2=0.1 0.895 0.888 0.856

W1=1.0, W2=0 0.865 0.857 0.834

注:均通过 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1992年 、1996年来说,当 W1=0.8, W2=0.2时,两指

标的相关最为显著,而对于 1998年,当 W1=0.6, W2

=0.4或W1=0.5, W2=0.5时, 相关系数达到最大。

通过综合考虑,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计算式中, 权重

最终确定为 0.8和 0.2。

由于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标之间显著相

关,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灯光指数与城市化水平复合指

标的回归模型,直接利用 DMSP/OLS 数据估算城市化

水平复合指标。表 2给出了1992年, 1996年, 1998年各

省 、直辖市的灯光指数 Lj (权重为 0.8和 0.2)和城市化

水平复合指标 Cj (为了比较的连续性,在处理 1998年

的数据时,仍然将重庆直辖市的数据归入四川省) ,以

表2中1992年,1996年数据为样本,1998年数据为检验

值建立的估算模型如图3所示, 1998年的估算结果及

误差如表3所示。通过模型直接估算城市化水平复合

指标总体精度可达到 86%,其中辽宁 、黑龙江 、青海 、宁

夏有所低估,而河北 、吉林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广

西 、海南等省有明显高估的趋势。

表 2　1992年, 1996年, 1998年各省 、直辖市的灯光指数和城市化水平复合指标

Table 2　The light index and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in 1992, 1996 and 1998

1992年灯光指数

( 0.8, 0.2)

1992年城市化

复合指标

1996年灯光指数

( 0.8, 0.2)

1996年城市

化水平复合指标

1998年灯光指数

( 0.8, 0.2)

1998年城市

化水平复合指标

北京 0.41 0.518 0.45 0.513 0.53 0.52

天津 0.39 0.498 0.45 0.503 0.51 0.51

河北 0.25 0.301 0.28 0.326 0.35 0.33

山西 0.26 0.335 0.29 0.350 0.33 0.34

内蒙古 0.22 0.291 0.24 0.305 0.25 0.28

辽宁 0.25 0.427 0.28 0.434 0.33 0.44

吉林 0.24 0.372 0.25 0.378 0.28 0.27

黑龙江 0.26 0.390 0.27 0.405 0.29 0.41

上海 0.56 0.557 0.65 0.567 0.67 0.57

江苏 0.30 0.343 0.34 0.368 0.44 0.38

浙江 0.23 0.318 0.29 0.350 0.35 0.36

安徽 0.24 0.267 0.28 0.291 0.34 0.30

福建 0.21 0.288 0.25 0.324 0.31 0.33

江西 0.19 0.255 0.20 0.285 0.26 0.29

山东 0.28 0.304 0.31 0.348 0.40 0.36

河南 0.24 0.273 0.27 0.296 0.37 0.30

湖北 0.21 0.295 0.25 0.340 0.31 0.34

湖南 0.18 0.260 0.20 0.290 0.27 0.31

广东 0.29 0.354 0.33 0.391 0.39 0.40

广西 0.18 0.226 0.21 0.267 0.27 0.27

海南 0.20 0.233 0.23 0.264 0.26 0.24

四川 0.18 0.268 0.23 0.291 0.27 0.30

贵州 0.17 0.236 0.20 0.242 0.24 0.26

云南 0.16 0.233 0.19 0.279 0.23 0.28

陕西 0.19 0.297 0.23 0.320 0.27 0.33

甘肃 0.17 0.293 0.21 0.290 0.24 0.29

青海 0.18 0.310 0.20 0.315 0.22 0.32

宁夏 0.20 0.315 0.24 0.329 0.25 0.35

新疆 0.19 0.300 0.22 0.314 0.2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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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8年的估算结果及误差分析

Table 3　The estimation of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in

1998 and error analysis

1998年灯光指数

(0.8, 0.2)

1998年城市化水平

复合指标(实际值)

1998年城市化水平

复合指标(估算值)
误差/%

北京 0.53 0.52 0.55 　 3.97

天津 0.51 0.51 0.53 4.50

河北 0.35 0.33 0.41 21.32

山西 0.33 0.34 0.39 14.50

内蒙古 0.25 0.28 0.33 15.78

辽宁 0.33 0.44 0.39 -12.05

吉林 0.28 0.27 0.35 30.76

黑龙江 0.29 0.41 0.36 -12.72

上海 0.67 0.57 0.66 14.84

江苏 0.44 0.38 0.48 26.85

浙江 0.35 0.36 0.41 13.46

安徽 0.34 0.30 0.39 33.05

福建 0.31 0.33 0.37 12.26

江西 0.26 0.29 0.33 16.38

山东 0.40 0.36 0.44 23.68

河南 0.37 0.30 0.42 37.60

湖北 0.31 0.34 0.37 8.49

湖南 0.27 0.31 0.34 11.66

广东 0.39 0.40 0.44 10.69

广西 0.27 0.27 0.34 23.47

海南 0.26 0.24 0.33 40.04

四川 0.27 0.30 0.34 11.94

贵州 0.24 0.26 0.32 24.75

云南 0.23 0.28 0.31 11.34

陕西 0.27 0.33 0.34 3.94

甘肃 0.24 0.29 0.32 9.19

青海 0.22 0.32 0.30 -3.87

宁夏 0.25 0.35 0.32 -6.36

新疆 0.25 0.28 0.33 19.78

4　基于灯光指数的城市化过程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我们认为可以直接利用灯

光指数代替统计数据来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

点,这是因为:灯光指数与城市化复合指标之间存在

显著相关性, 同时灯光指数克服了统计数据中包含

的人为影响的问题, 可以在较大区域上同时快速获

取,具有较高的区域及年际可比性。由表 2所示的

1992年, 1996年, 1998年各省 、直辖市的灯光指数及

由此生成的灯光指数空间分布图(图 4, 图版 Ⅰ)可以

看出: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具有空间不平衡性, 呈现出

东高西低, 逐渐减小的格局, 尤其是上海 、北京 、天津

三个直辖市以及广东 、辽宁 、江苏等省的城市化水平

明显高于其他省市。从发展过程看, 城市化整体水

平在不断提高, 从 1992—1996, 1996—1998 年间, 全

国灯光指数平均值从 0.24 提高到 0.28, 再提高到

0.33;1996 —1998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明显高

于 1992—1996 年间。从各省 1992—1996, 1996—

1998年间城市化发展来看, 1992—1996年间, 东部的

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广东等省

市及西部的四川 、宁夏发展最为迅速;而 1996—1998

年间发展迅速的省市却集中在东 、中部省市, 包括北

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广东 、辽宁 、

河北 、山西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等省市, 其中尤以

江苏 、山东为最 。

5　结　论

(1) 本文重点介绍了 DMSP/OLS非辐射定标的

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数据产品及预处理流程 。该数据

产品是由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和东京大学在 NGDC

的DMSP/OLS研究小组协助下针对亚洲地区特点开

发的新数据产品, 是消除云及火光等偶然噪声影响

后对多时相 VNIR通道灰度值( DN )进行平均化处理

后得到的多年度时间序列产品。适用于宏观尺度的

城市化强度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

(2) 基于 DMSP/OLS 非辐射定标的夜间灯光平

均强度数据构建了一个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

指数, 该指数考虑了区域平均灯光强度和灯光面积

两方面属性特征 。通过省级尺度上灯光指数与城市

化水平复合指标的相关分析发现:灯光指数与城市

化水平复合指标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灯光指数能够

较好地反映区域的城市化水平 。此外, 本文还建立

了直接利用 DMSP/OLS 灯光指数的城市化水平复合

指标估算模型, 其总体精度达到86%。

( 3) 从基于灯光指数的我国 1992—1998年城市

化过程分析看: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具有空间不平衡

性,呈现出东高西低,逐渐减小的格局。1992 —1996,

1996—1998 年间城市化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

1996—1998 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明显高于

1992—1996年间。其中尤以东 、中部省市发展迅速。

致　谢　本文所使用数据的预处理, 得到了美

国国家地理数据中心( NGDC) Elvidge 博士及东京大

学中野氏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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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Based on DMSP/OLS Data:
Development of a Light Index for Urbanization Level Estimation

CHEN Jin1, 2, ZHUO Li1 , SHI Pei-jun1, Ichinose Toshiaki2

( 1.Institute of Resource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 Beijing　100875, China;

2.Jap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16-2 Onogawa , Tsukuba, 305-8506, Japan )

Abstract:　Urbanization, stimulated by stri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ceeded in China on a large scale

and with striking rapidit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It is necessary to monitor and model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fo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light index for regional urbanization level estimation considering

the light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tensity based on DMSP/OLS data, which was pre-processed by Japan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light index and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was carried out

in province scal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indexes.The regression model for

composite urbanization index estimation using light index was also developed with R
2 equal to 0.793.It suggests that

light index is an effective and applicable index for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alysis and monitoring.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ght index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992 to 1998, it is shown that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high

level in East China to low level in West China, and urbanization level was improved largely during 1992 to 1998, espe-

cially in provinces of East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DMSP/OLS data;light index;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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