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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ＲＳ和ＧＩＳ的武汉城市热岛效应
年代演变及其机理分析

梁益同，陈正洪，夏智宏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为了更客观地揭示“火炉”武汉的城市热岛效应，利用１９８７、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共３期ＴＭ影像数据，在地理信

息系统（ＧＩＳ）的支持下，反演并计算出武 汉 市 城 区 不 同 年 代 的 热 岛 强 度、植 被 覆 盖 率、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及 城 区 面 积。

在对存在较大差异３期的热岛强度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 理 的 基 础 上，分 析 了 武 汉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的 现 状 及 年 代 演 变，

定量分析了城区热岛强度分布与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武汉城区热岛效应十分明显，

特别是在工业区和商业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武汉热岛面积不断变大；热岛强度与植被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植

被覆盖率每提高１０％，热岛强度约下降１．１℃；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热岛贡献不同，水体和植被区域可以缓解城市

热岛效应，而工商业用地、道路等则加剧热岛效应；武 汉 市 城 区 面 积 扩 大、植 被 覆 盖 率 降 低、水 域 面 积 减 少，是 导 致

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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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性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热

岛效应越来越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居民的日

常生活，引 起 了 广 泛 的 关 注［１～３］。常 规 的 城 市 热 岛

效应监测和研究方法一般是通过对地面观测点的气

温数据进行时空对比分析和模拟，来获取城市热岛

的分布和变化特征［４～６］。常规方法的优势是对城市

热岛效应的描述和揭示简单扼要，但由于地面布点

的限制，其对城市热岛空间格局和内部特征的了解

受到极大限 制。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采 用 地 基 和

空基热成像技 术 遥 感（ＲＳ）地 面 温 度 定 义 了 另 外 一

种“城市热岛”。虽然ＲＳ得到的“城市热岛”与传统

上的气温“城市热岛”存在显著差别，如ＲＳ得到的

“城市热岛”在白天最强、空间变化率最大，这与气温

表征的“城市热岛”正相反［７］，但二者在时空上的分

布是相似的，并 且ＲＳ可 以 及 时、客 观、大 面 积 地 进

行地表温度测定，在描述城市热岛的时空分布具有

常规方法不 可 比 拟 的 优 势，许 多 学 者 纷 纷 利 用 ＲＳ
技术开展有关城市热岛的研究工作［８～１２］。

武汉是全国著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气象资料

显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气温一直保持着上

升的趋势。根据最新研究，城市热岛效应的贡献率

达到６０．４％［１３］。陈正洪研究［１４］了夏季武汉市六渡

桥地区气温比郊区高２℃左右，而且天气越是晴好，
热岛效应越强，夜间城郊温差最大可达６℃左右；吴

宜进［１５］等研究了武汉市城市热岛的形成机制；方圣

辉［１６］等和张穗［１７］等分别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初步分析

了武汉市城市热岛的基本特点，认为热岛效应和下垫

面有关；陈正洪［１３］等对武汉市城市热岛的非对称性

进行了研究，指出武汉市平均最低温度的增幅大于平

均最高温度的增幅。以上研究为人们认识武汉城市

热岛效应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资料的时间、空间连续

性，仍然不能完整描述武汉城市热岛的年代际变化。
本文利用３期不同年代的ＴＭ影像数据，在地理信息

系统（ＧＩＳ）的支持下，反演并计算出武汉市城区不同

年代的热岛强度、植被覆盖率、土地利用类型及城区

面积，定量地分析了武汉城市热岛强度与土地利用、
植被覆盖率之间的关系，旨在更客观地揭示武汉城市

热岛效应的年代演变特征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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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自然状况简介

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与汉水交汇处，江汉平原

东部，地理位置为东径１１３°４′～１１５°５′，北纬２９°５８′
～３１°２２′。武汉属 北 亚 热 带 季 风 性（湿 润）气 候，具

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四季分明等特点，年平

均气温１５．８～１７．５℃。
由于数据覆盖范围限制，研究区域范围只选择

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近城区，包括江岸、江汉、硚口、汉
阳、武昌、青山、洪山和东西湖等行政区（图１）。

图１　研究区域的行政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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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和方法

２．１　资料

采用不同年 代 的 覆 盖 研 究 区 域 的３期 ＴＭ 影

像数据，分辨率均为３０ｍ，时间分别是１９８７年９月

２６日、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以下

分别简称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用于植被指

数信息提取、土地利用分类、地表温度反演；由国家

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１∶５０　０００基础地理信息，用于

ＴＭ影像进行 校 正、剪 裁 和 分 类 检 验；２００５年 武 汉

市地图，用于辅助解译。

以上数据处理和分析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９．０和ＥＮ－
ＶＩ４．２软件进行。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植被覆盖率的计算

植被覆盖率的估算有多种方法［１８］，选用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仁华提出的基于植被

指数法计算植被覆盖率的公式［１９］：

ＶＣ＝（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ｓ）／（ＮＤＶＩｖ－ＮＤＶＩｓ）
（１）

式中：ＮＤＶＩ为 所 求 像 元 的 归 一 化 植 被 指 数，

ＮＤＶＩｖ 和ＮＤＶＩｓ 分别为纯植被和纯土壤的植被指

数。一般地，可以通过计算监测区ＮＤＶＩ的最大和

最小值 近 似 作 为ＮＤＶＩｖ 和ＮＤＶＩｓ，这 里，ＮＤＶＩｖ
和ＮＤＶＩｓ 分别取０．７和０．０５。ＮＤＶＩ算法如下：

ＮＤＶＩ＝（ＮＤＴＭ４－ＤＮＴＭ３）／（ＤＮＴＭ４＋ＤＮＴＭ３）
（２）

其中ＤＮＴＭ３和ＤＮＴＭ４分别为ＴＭ第３（可见光）
和第４（近红外）波段的计数值。

２．２．２　土地利用分类和城区面积计算

对不同年代的ＴＭ 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分

为水体、林地、草地、居民地、道路、未利用地、工业及

商业用地共７种类型。首先利用最大似然监督分类

法进行分类，然后通过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方法，采取

屏幕勾画对分类结果进行订正。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对城市建成区的概念

规定为：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

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本文通过人机

交互目视解译方法，对武汉城市集中连片区域进行

屏幕勾画，获取不同时期建成区的空间信息和属性

信息，然后统计面积。

２．２．３　地表温度反演

采取 基 于 影 像 的 反 演 算 法 （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简称ＩＢ算法）反演地表温度［２０］。

２．２．４　热岛强度的计算

城区某点的热岛强度一般用该点温度与郊区温

度的差来表示。用影像各格点的地表温度减去监测

区域内的最低地表温度可获得热岛强度分布数据。

２．２．５　不同时期热岛强度标准化处理

分析发现，３期ＴＭ 数 据 所 获 得 的 热 岛 强 度 数

据存在较大差异。２００５年热岛强度较少，最高值不

到１０℃，中心城区大部分在６～９℃，１９９４年热岛强

度最大 值 为１２℃，中 心 城 区 大 部 分 在８℃以 上，而

１９８７年热岛强度较大，最高达２０℃，而且中心城区

大部分在１５℃以上。究其原因，一是３期影像形成

时的天气背景不同，二是不同年代的卫星传感器不

同。由于存在差异，为了比较城市热岛年代演变，必
须对不同时期的热岛强度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热岛强度标准化处理的思路是：假设把１９８７或

１９９４年 的 武 汉 市 置 于２００５年 的 天 气 背 景 下，用

２００５年的卫星测量，所得的热岛强度与原来的有什

么关系呢？不难想象，原来热岛强度大的地方，现在

也应该大，原来小的地方，现在也应该小，即二者的

空间分布应该是相似的。基于这个思路，以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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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岛强度数据作为标准，对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４年热岛强

度数据进行标准化。为此，将３期热岛强度数据多

波段组合，选取包含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多个像元

（注意：被选中像元的土地利用类型在３期影像中应

保持不变），提取像元不同时期的热岛强度。
将１９８７年的热岛强度数据与２００５年的进行相

关性分析，得

ｙ＝－０．０２７　６　ｘ２１＋０．８４０　１　ｘ１－０．８１６　７ （３）
式中：ｙ为２００５年热岛强度；ｘ１ 为１９８７年热岛

强度；样本数Ｎ＝５６０；复相关系数Ｒ＝０．７６６，相关

性检验信度达０．００１以上显著水平。
将１９９４年热岛强度数据与２００５年的进行相关

性分析，得

ｙ＝－０．０５２　１　ｘ２２＋１．３２０　６　ｘ２－０．３３８　７ （４）
式中：ｙ为２００５年热岛强度；ｘ２ 为１９９４年热岛

强度；样本数Ｎ＝５６０；复相关系数Ｒ＝０．７７２，相关

性检验信度达０．００１以上显著水平。
将１９８７年 和１９９４年 各 像 元 热 岛 强 度 分 别 按

（３）、（４）式进行转换，获得该年份的热岛强度分布标

准化（以２００５年为标准）数据。

２．２．５　热岛强度等级的划分

利用密度分割等技术手段对标准化后的热岛强

度分布进行等级划分。根据研究的需要，将热岛强

度从低 到 高 划 分 为５个 等 级，分 别 为１级（２℃以

下）、２级（２～４℃）、３级（４～６℃）、４级（６～８℃）和５
级（８℃以上），武汉市不同时期的热岛强度等级分布

见图２，其中第４和５等级热岛强度值较高，其空间

分布与武汉城区布局比较一致，形成了武汉市热岛

区域，本文主要分析４和５级热岛强度空间分布年

代间的变化。

图２　不同年份的热岛强度等级分布卫星遥感反演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武汉城市热岛现状

由２００５年武汉市热岛强度等级分布（图２ｃ）并

对照２００５年武汉市地图分析发现，武汉市热岛几乎

集中在城区，并且武汉三镇的热岛分布形状各不相

同，与其自然的地理环境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汉

口城区由于湖泊少、植被覆盖率低，热岛分布倒三角

形或片状，其中有多处５级热岛：江汉区和江岸区的

商业繁华地带如汉正街周边和江汉路至武胜路一带

的商业区、汉口火车站周边地带、解放大道和轻轨交

通１号周边地带、古田一路至古田三路的工业区（古
田产业新区）以及古田四路至汉西一带的古田商贸

中心、吴家山一带；武昌城区地处长江南岸，南湖以

北，东湖位于其中，且水域面积较大，因此热岛分布

呈“Ｃ”字形，５级热岛主要有：青山区武汉钢铁集团

厂区、徐东商贸中心、中南路至武昌火车站一带、紫

阳路和白沙州大道一带、武珞路和珞瑜路沿线一带、
光谷广场周围一带地区；汉阳城区由于主城区面积

较小，北面 是 汉 江，南面大小湖泊较多，因此其热岛

分布的范围比上述两城区要小，呈“７”字形，５级热岛

主要分布在两江岸边的汉阳大道和鹦鹉大道一带。

３．２　武汉城市热岛年代演变

分析不同时期的热岛强度等级分布（图２）发现，
随着年代推移，武汉热岛面积不断增长。从增长的分

布格局来看，武汉市城市热岛的空间增长表现为以沿

江地带为中心，以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为主向外扩

展。１９８７年，５级热岛主要分布在江汉区、江岸区、武
昌区、汉阳区４区的沿江地带，中南路到武昌火车站

一带、青山区武钢厂房一带，东西湖区、硚口区和洪山

区基本无强热岛；１９９４年，沿江地带的热岛效应进一

步变强，向岸边纵深发展，同时硚口区古田路一带也

出现５级热岛；２００５年，５级热岛已基本覆盖江汉区、
江岸区、武昌区、硚口区和青山区，洪山区光谷广场周

边地带、东西湖区吴家山一带也开始出现５级热岛，
青山区和武昌区的热岛基本连为一体。

３．３　武汉市热岛效应机理分析

３．３．１　热岛强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

分析发现，热岛强度的高低与其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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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利用３期标准化后的热岛强度分布数据

计算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热岛强度，并绘制出

不同土地类型的热岛强度曲线图（图３），可以看出，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热岛强度不同，水体热岛强度

最低，林地、草地、居民地、道路、未利用地和工业用

地依次增加。这是因为水体比热较大，虽然水体吸

收太阳辐射 较 多，但 不 易 增 温，成 为 城 市 中 的 低 温

区。植被的遮挡和蒸腾作用，可有效缓解地面升温；
道路、未利用地和工业用地由于其下垫面多为钢筋

混凝土、砖石和沥青等，它们吸热放热迅速，导致该

地区的温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是热岛形成的主要

因素。

图３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热岛强度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３．３．２　热岛强度和植被覆盖率的关系

将热岛强度分布和植被覆盖率分布进行波段组

合，可以定 量 分 析 热 岛 强 度 和 植 被 覆 盖 率 的 关 系。
在３期标准 化 后 的 热 岛 强 度 组 合 图 像 选 取 像 元 共

６６３个，提取其热岛强度和植被覆盖率值数据，绘制

出二者的统 计 关 系 曲 线 图（图４）。由 图 可 见，随 着

植被覆盖率的升高，热岛强度逐渐下降，热岛强度与

植被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计算发现，植被

覆盖率每提高１０％，热岛强度约下降１．１℃。

图４　热岛强度和植被覆盖率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３．３　武汉市热岛演变机理分析

从上世纪８０年 代 开 始，随 着 城 市 化 进 程 的 加

快，武汉市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不少湖泊被填埋造成

水域面积不断减少，一些林地、草地被改成工商业用

地致使城区植被覆盖率逐步降低。由于水体、绿地

等易降温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不断减少，道路、工商

业用地等易增温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不断扩大，导

致城市热岛不断加剧。统计武汉市不同年份的５级

热岛面积、城区面积、水域面积和植被覆盖率（表１）
显示，武汉市城区面积和植被覆盖率均有较大变化，
城区面积 从１９８７年 的１５０ｋｍ２ 增 加 到２００５年 的

４００ｋｍ２，植被覆盖率则从１９８７年的３７．３％下降到

２００５年的２４．６％；水域面积减少虽 然 不 是 很 明 显，
但分析影像发现，城区中水域面积减少幅度较大，以
南湖 为 例，１９８７年 约１５．３ｋｍ２，１９９４年 为１２．８
ｋｍ２，２００５年则减少为约８．３ｋｍ２。上述分析说明，
城区面积增加、水域面积减少、植被覆盖率降低，是

武汉市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原因。
表１　不同年份武汉市热岛面积、城区面积、

水域面积和植被覆盖率

Ｔａｂ．１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份 城区面积
（ｋｍ２）

水域面积
（ｋｍ２）

植被覆盖率
（％）

５级热岛面积
（ｋｍ２）

１９８７　 １５０　 ２６９　 ３７．３　 ３５
１９９４　 ２５０　 ２５７　 ２８．９　 ６８
２００５　 ４００　 ２３１　 ２４．６　 １３２

４　结论与讨论

城市热岛效应主要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

凸现出来的，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土地

利用类型、人为热、大气环流、大气污染和地形等因

素。利用１９８７、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共３期ＴＭ影像数据，
在ＧＩＳ的支持下，反演并计算出武汉市城区不同年

代的热岛强度、植被覆盖率、土地利用类型及城区面

积，定量分析了城区热岛强度分布与土地利用类型、
植被覆盖率的相关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１）武汉城区热岛效应十分明显，强热岛出现在

工业区和商业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武汉市热岛

面积不断变大。
（２）热岛强度与植被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初

步计算表明，植 被 覆 盖 率 每 提 高１０％，热 岛 强 度 约

下降１．１℃。
（３）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热岛贡献不同，水体和

植被区域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而工商业用地、道
路等则加剧热岛效应。

（４）城区扩大、植被覆盖率下降、水域面积减少

７１９　第８期　　　　　梁益同等：基于ＲＳ和ＧＩＳ的武汉城市热岛效应年代演变及其机理分析



是武汉市热 岛 加 剧 的 主 要 原 因。２００５年 武 汉 市 城

区面积 比１９８７年 扩 大 了 近３倍，植 被 覆 盖 率 从

３７．３％降低到２４．６％，水域面积从２６９ｋｍ２ 减少到

２３１ｋｍ２，５级 热 岛 面 积 则 从３５ｋｍ２ 增 加 到１３２
ｋｍ２。

参考文献：

［１］　宋艳玲，张尚印．北京市近４０年城市热岛效应研究［Ｊ］．中国生

态农业学报，２００３，１１（４）：１２６～１２９．
［２］　ＮＹＵＫ　Ｈ　Ｗ，ＣＨＥＮ　Ｙ．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Ｊ］．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２９）：

５４７～５５８．
［３］　王喜全，王自发，郭　虎．北京“城市热岛”效应现状及特征［Ｊ］．

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０６，１１（５）：６２７～６３６．
［４］　丁金才，张志凯，吴　红，等．上海 地 区 盛 夏 高 温 分 布 和 热 岛 效

应的初步研究［Ｊ］．大气科学，２００２，２６（３）：４１２～４２０．
［５］　张一平，何云玲，马友鑫，等．昆明 城 市 热 岛 效 应 立 体 分 布 特 征

［Ｊ］．高原气象，２００２，２１（６）：６０４～６０９．
［６］　李国栋，王乃昂，张俊华，等．兰州 市 城 区 夏 季 热 场 分 布 与 热 岛

效应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８，２８（５）：７１０～７１４．
［７］　ＮＩＣＯＬ　Ｊ　Ｅ．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Ａ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ｇｙ，１９９６，３５：１３５～１３６．
［８］　周红妹，周成虎，葛 伟 强．基 于 遥 感 和 ＧＩＳ的 城 市 热 场 分 布 规

律研究［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１，５６（２）：１８９～１９７．

［９］　胡华浪，陈云浩，宫阿都．城市热岛的遥感研究进展［Ｊ］．国土资

源遥感，２００５，６（９）：５～９．
［１０］　郭　红，龚 文 峰，李　雁，等．哈 尔 滨 市 热 岛 效 应 与 植 被 的 关

系———基于ＲＳ和ＧＩＳ的定量研究［Ｊ］．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０７，

１６（２）：２２～２６．
［１１］　赵云升，杜　嘉，宋开山，等．基于卫星遥感的夏季长春市城区

热场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６，２６（１）：６９～７４．
［１２］　王文杰，申文明，刘晓曼，等．基于遥感的北京市城市化发展与

城市热岛效应变化关系研究［Ｊ］．环 境 科 学 研 究，２００６，２（３）：

５５～５９．
［１３］　陈正洪，王海军，任国玉．武汉市 城 市 热 岛 强 度 的 的 非 对 称 性

变化［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０７，３（５）：２８２～２８６．
［１４］　陈正洪．汉口盛夏热岛效应的统计分析及应用［Ｃ］／／湖北省自然

灾害综合防御对策论文集．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０：８６～８８．
［１５］　吴宜进，王万里，邱爱武，等．武汉市热岛的主要形成机制［Ｊ］．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６，１７（４）：７５～７８．
［１６］　方圣辉，刘俊怡．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对武汉城市进行热岛效应

分析［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０５，３０（２）：１～２．
［１７］　张　穗，何 报 寅，杜　耘．武 汉 市 城 区 热 岛 效 应 的 遥 感 研 究

［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３，１２（５）：４５～４９．
［１８］　陈　晋，陈云浩，何春阳，等．基于土地覆盖分类的植被覆盖率

估算亚像元模型与应用［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１，５（６）：４１６～４２２．
［１９］　张仁华．实 验 遥 感 模 型 及 地 面 基 础［Ｍ］．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６：８７～１１０．
［２０］　丁　凤，徐涵秋．基于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的３种地表温度反演算法

比较分析［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４（１）：

９１～９６．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Ｓ　ＡＮＤ　ＧＩＳ

ＬＩＡＮＧ　Ｙｉ－ｔｏ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Ａ　Ｚｈｉ－ｈｏｎｇ
（Ｗｕｈ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ｅｎｔｅｒ，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ａｓ“ｓｔｏｖｅ”，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ｚｏｎｅ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３ｐｅｒｉｏｄｓ（１９８７，１９９４，２００５）ｏｆ　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ｉｎ　３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
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０ｓ，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１０％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１℃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ｅｄ．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ａ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ｕｌｄ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ｉｔｙ　ｚｏｎｅ　ａｒｅａ，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ｒｏｐ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
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Ｓ；ＧＩＳ；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ｄｅｃａｄ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

８１９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第１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