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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进展

姚　 远１，２，３，陈　 曦２，钱　 静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２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近 ５０ 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过程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了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剧烈变化。
当前，采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城市生态环境与气候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因此，厘清城

市地表热环境的研究进展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城市空间热环境定量评价研究以及进一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在对城市空间热环境和城市热岛等相关概念、主要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方式进行简要叙述的基础上，着重从城市地表热

环境的时空特征及其变化、驱动力和驱动机制、城市地表辐射与能量平衡、城市地表热岛与城市大气热岛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
城市绿地和水体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城市地表热岛的尺度转换等 ６ 个主要方面对当前国内外已开展的城市地表热环境研

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就当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

定量化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地表热环境；定量遥感；时空特征；地表辐射与能量平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ＹＡＯ Ｙｕａｎ１，２，３， ＣＨＥＮ Ｘｉ２， ＱＩＡＮ Ｊｉｎｇ１，２，∗

１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０５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Ｏａｓ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ｌ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ｖｅｒ⁃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ｍｓ，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城市空间热环境是指能够影响人体对冷暖的感受程度、健康水平和人类生存发展等与热有关的物理环

境［１⁃２］。 具体而言，是以城市下垫面的地表温度和空气温度为核心，以受人类活动影响而改变后的传输大气

状况（如空气湿度、风速、大气浑浊度等）、下垫面状况（土地利用覆盖类型、热容、发射率、反照率等）和太阳辐

射为组成部分的一个可以影响人类及其活动的物理环境系统［３⁃４］。 城市空间热环境的演变过程与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５］。 城市化进程加快，沥青、金属、水泥等不透水表面大量替代原有自然地表［６⁃７］ 以

及人口数量激增均造成了城市整体热排放水平的日益增加［８⁃９］。 因而，城市热环境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当前衡

量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居民健康状况，同时还对城市能

源和水资源消耗、生态系统过程演变、生物物候以及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０⁃１３］。
目前，城市空间热环境的日益恶化已成为全球现代化城市气候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１４］，并对城市

空气质量改善、雾霾治理和植物健康生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１５］。 Ｐｏｕｍａｄｅｒｅ 等［１６］ 甚至认为城市空间热

环境恶化已成为全球后工业时代导致人类死亡数量最大的灾害。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１７］ 和薛志成等［１８］ 研究表明，城
市热岛中心区域居民的失眠率、患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甚至死亡率均远高于非热岛区的居民。 美国疾

病预报控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ＤＣ）估计，在 １９７９ 年之后的 １０ 年时间

里，美国大约有 ７４２１ 人因城市环境过热而死亡。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美国接连遭受热浪袭击，美国的 Ｋａｎｓａｓ 和 Ｓｔ．
Ｌｏｕｉｓ 两座城市的 ＣＢＤ 商业核心区受热岛效应影响死亡率分别上升了 ６４％和 ５７％，而城市郊区等其他未受到

热岛效应影响的区域，死亡率上升不到 １０％［１９］。 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能源成本支出已高

达约 １００ 亿美元，如何准确监测城市区域的热环境变化，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是全世界各国政府、企事业单

位、国际组织和大学研究机构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２０⁃２３］。 我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由国务院［２４］颁布了《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２５⁃２６］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发布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ＪＧＪ２８６⁃２０１３）》和《城市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导则（试行）》将
城市热环境的质量纳入到了建设项目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表明我国已将城市热环境问题作为今后城市整体建

设和发展的重要研究项点，并希望通过不断完善和规范设计标准，确保今后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１　 城市空间热环境的相关概念

１．１　 城市空间热环境和城市热岛概念的区别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导致城市大气温度和地表温度高于周边郊区或乡村等非

城市环境的一种温度差异性现象［２７⁃２８］（图 １［２９］）。 而城市空间热环境则是近年来气象和环境研究领域的专家

学者在城市热岛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延伸后提出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表

征因子均为地表温度和大气温度，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强调城市市区与郊区之间温度的差异性，而后者的衡量

指标则是与温度的高低程度、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水体和绿地分布等多种因素相关［３０⁃３１］。 因此，城市热岛

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空间热环境的一种集中性反映和体现。 由于当前在全球城市区域尺度范围内开展

的城市空间热环境及其气候变化和环境整治研究大多是以热岛效应为主要内容，所以本文对城市空间热环境

和城市热岛的研究进展均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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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热岛示意图［２９］

Ｆｉｇ．１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２　 城市空间热环境的研究范围与方法

从数据源上来看，用于城市空间热环境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地表温度数据（遥感数据）和大气温度

数据（气象数据）。 由于城市大气的分层结构不同，城市热环境的研究范围主要分为城市地表层、城市冠层和

城市边界层［３２］（表 １）。 其中，城市冠层和城市边界层上的热岛效应属于城市大气热岛的研究范畴，分别称之

为城市冠层热岛和城市边界层热岛。 城市边界层和城市冠层的热环境和热岛效应主要应用气象数据进行研

究，主要方法包括地面观测和数值模拟（表 ２）。

表 １　 城市空间热环境的研究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研究范围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研究数据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主要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城市大气热岛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城市冠层热岛
介于城市边界层和地表层之间，产生于城市
地表到平均建筑高度的范围内

大气温度数据 地面观测

城市边界层
热岛

产生于城市冠层之上，并受到城市下垫面
影响

数值模拟

城市地表热岛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城市地表层
热岛

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一个平面层，而是根据热
红外遥感测量的地表温度所表示的热岛，包
含从地下到地上三维的地表温度，观测结果
并不涉及实际存在的垂直高度问题

地表温度数据 遥感监测

而近年来建筑群热时间常数模型、计算流体力学技术以及灰色系统理论等方法的引入也为城市热环境的

模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４０⁃４５］。
相对于城市冠层和边界层而言，城市地表层温度与人体的健康和冷暖感受密切相关，既是描述城市空间

热环境状况、解释城市空间热环境形成的重要参数，也是当前城市空间热环境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属于城

市地表热岛的研究范畴［４６］。 传统的通过地面气象观测设备获取的高空或地表温湿压数据由于受到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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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市空间热环境主要研究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主要方法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监测手段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ａｎｓ

具体内容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地面观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气象站

包含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
基本气象站、国家一般气象
站以及自动气象站等

数据观测时间尺度较长，数
据种类和完整度高

站点间隔较大有限，空间分辨率
不高；仪器的误差、测点的变动、
测站选取不同对研究结果影响
较大

定点观测
包含水平观测和垂直观测。
其中，垂直观测包括观测铁
塔、探空气球等

精度高、仪器可根据研究需
要进行布置

受人力和物力条件的制约，难以
获取较大区域尺度的数据；受周
边环境影响较大，单点数据代表
性差

移动样带

包括有轨电车、汽车和自行
车等携带气象数据传感器
和数据采集器的移动交通
工具

利用有限的仪器可获取多
点观测数据，利于城市断面
热环境分析

获取数据的时间不同步，不利于
比较分析；受交通工具、周边环
境影响较大；仪器灵敏度较低

数值模拟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数学模型一维模型
数学模型二维模型

包含 Ｍｙｕｒｐ［３３〛创立的最早
的一维地表平衡模型、Ｏｋｅ
等［３４〛应用的一维 ＳＨＩＭ 模

型 Ｖｕｋｏｖｉｃｈ［３５〛应用的二维
线性化模型、基于美国大气
研究中心 （ ＮＣＡＲ） 中尺度
模式 ＭＭ４ 改造的二维数值

模式［３６〛等

将整个城市视为自然地表
一样的均一下垫面结构，不
考虑建筑的高程，方法简
单，容易操作

由于城市热环境的影响因素多，
现实情况的复杂程度高，因而对
于模型的通用性影响较大；需要
大量实测气象数据，模拟实验方
案复杂，实验条件不易控制，重
复性不高；输入参数不确定；不
同城市的环境差异较大，实验室
条件下模拟城市环境的代表性
较低

数学模型三维模型

实验室模拟

包含在中尺度区域上耦合
了城市冠层、边界层、单层
城市冠层模型 （ ＵＣＭ）、多
层城市冠层模型（ＢＥＰ）；以
ＲＢＬＭ、ＭＭ５ 为代表的非静
力平衡的区域边界模型和
ＷＲＦ、ＲＡＭＳ 等为代表的三
维中尺度模式；中尺度传输
和流 动 模 型 （ ＭＥＴＲＡＳ ）；
ＬＵＭＰＳ 和 ＴＥＢ 等区域城市
热环境研究的参数化方案
等，以及南京大学和北京大
学自主研发的边界层模式

包括 Ｓｕｍｍｅｒｓ［３７〛建立的理论
城市热岛模型、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ｕ
等［３８〛和 Ｓｔｒｅｕｔｈｋｅｒ［３９〛建立的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
高斯模型等

实验所需人力和物力成本
较其他方法较低；以理论分
析为主，现场观测次数较
少；描述物理过程的周期性
连贯；从理论上揭示城市地
表能量交换过程及机理

遥感监测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各种平台的遥感传
感器监测数据

包括航空遥感数据、航天
（卫星）遥感数据和地面数
据（手持热红外成像仪、辐
射计、测温仪、近地面红外
相机等）

航空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
率高；航天遥感数据的时间
同步性好、覆盖范围广、成
本低；手持热红外监测设备
的精度高，数值能够真实反
映低温

航空遥感数据监测尺度小，大面
积观测费用昂贵；航天遥感数据
监测尺度大，但不能够满足城市
精细尺度 （街区尺度和建筑尺
度）的监测需要；手持监测设备
具有方向性，监测结果易随观测
角度的方向和大小而变化，并包
含环境辐射的影响，不适合连续
观测，时间同步性差且空间局限
性大

制约，难以实现数据的面状覆盖，因而需要将点尺度数据扩展到面上，而在扩展的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和转换

精度均会受到一定影响，这对于当前开展城市区域尺度范围的地表热环境研究带来了困难。 而星载遥感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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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以直接获取城市地表、地物的热辐射信息并具有数据获取周期短、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能够快速准

确地监测城市地表下垫面温度特征等优点，目前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城市热环境变化趋势及动态评价

研究的主要技术手段［４７⁃４８］。 通过卫星热红外遥感数据反演并应用于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的温度可以分为经

过大气校正的地表温度和未经过大气校正的星上亮温。 当研究区域的水汽状况基本一致时，可以忽略大气影

响而用亮温进行研究。 但由于地表热辐射在传导过程中受到辐射面和大气的影响，导致星载传感器接收到的

热辐射强度与地表热辐射强度差异较大，因而使用亮温进行研究的结果往往与地表真实温度之间存在一定的

误差。 而经过大气校正后反演得到的地表温度由于基本考虑了大气和辐射面影响，其反演结果往往更接近于

真实的地表温度［４９］。 根据不同热红外遥感数据的特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反演温度的算法，归纳起

来大致可以分为 ３ 类：单通道算法、多通道算法和劈窗算法。 单通道算法又可以细分为大气校正法［５０］、
Ｊｉｍéｎｅｚ⁃Ｍｕñｏｚ 单通道算法［５１］ 和覃志豪单窗算法［５２］，而多通道算法又可以细分为灰体发射率法［５３］、昼夜

法［５４］和温度发射率分离法［５５］，劈窗算法又称分裂窗算法，主要包括基于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数据［５６］、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 数据［５７］、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ＩＲＳ 数据［５８］和 ＡＳＴＥＲ 数据［５９］的劈窗算法。 有大量学者对上述算法的优缺点和利

弊性进行了分析，普遍认为目前反演地表温度算法较为成熟、应用性和反演精度最好的是劈窗算法［６０］。
综上所述，当前认真梳理城市地表热环境的研究进展对于今后开展城市空间热环境定量评价研究以及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已发表了一些关于城市热岛效应研究的综述性文

章，但由于城市热岛的研究范围广，研究的尺度、空间层次和监测方法复杂多样，因而很难在一篇综述性文章

中进行全面细致的总结，大多只能简要地对监测手段进行概括［６１⁃６２］，或是从景观尺度对已开展的热岛效应研

究进行归纳［６３⁃６４］。 而从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角度出发，对当前国内外研究历程、现状、方向进行总结的文章

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 本文拟通过系统地总结城市地表热环境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今后的城市热环境研究提

供一些新思路和参考。

２　 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的主要方面

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城市热岛现象最早记录源自于英国气象学家 Ｈｏｗａｒｄ 自 １８１１ 年起记录的伦敦市 ３０ 年

市区和郊区的气温变化［６５］。 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热岛研究采用的均是大气温度数据，一方面体现了气象数

据在时间尺度上所具有的连续性优势，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气象数据存在以离散的点数据或线性数据代替面状

数据、尺度转换精度不高、大型城市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特征分析困难等问题。 直到 １９７２ 年，Ｒａｏ［６６］ 首次提

出应用遥感数据开展城市热岛效应研究，标志着城市热环境研究从城市冠层和边界层进入到了城市地表层的

新阶段。 近年来，随着机载遥感和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我国研发的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

（ＨＪ⁃１Ｂ）和中巴资源卫星的发射成功，使得应用于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的遥感数据源在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

辨率的选择方面得到了极大丰富（表 ３），因而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城市热环境研究工作的主要手段。 总

体而言，当前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遥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城市地表热环境时空特征及其变化研究

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时空变化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城市热环境在不同时间范围内二维或三维空间上的

分布状况、强度变化过程及其演变规律。 其中研究时间范围包括年际、季节、日和昼夜等。 如葛荣凤等［６７］ 利

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 ８ 期 ＴＭ 遥感影像数据，结合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全局自相关和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北京市

六环范围内的城市热岛效应演变规律和时空变化特征。 Ｓｏｂｒｉｎｏ 等［６８］利用 ＳｅｎｓｙＴｅｃｈ 公司生产的机载 ＡＨＳ 高

光谱感器（含热红外 １０ 个波段）获取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不同时间段、不同分辨率的热红外数据，结合地

面实测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数据，探讨了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对城市街区尺度地表热环境的影响，研究

表明在街区尺度下，用于地表热环境研究的遥感数据其空间分辨率不能低于 ５０ｍ，否则会难以精确区分城市

内部区域，并且最佳观测时间为日出之前。 Ｄｏｕｓｓｅｔ 等［６９］和乔治等［７０］分别利用 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 和 ＭＯＤＩＳ 遥感

影像数据对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和北京市的地表热环境昼夜变化进行了分析。 Ｚｈｏｕ 等［７１］ 和 Ｚａｋšｅｋ 等［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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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别应用 ＦＹ⁃２Ｃ、ＭＳＧ、ＭＯＤＩＳ 等卫星数据，采用昼夜温度循环遗传算法和移动窗口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和

欧洲中心地区城市日变化周期内的地表热环境进行了研究。 此外，国产的 ＨＪ⁃ １Ｂ 卫星热红外数据由于拥有

适宜的空间分辨率和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因而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用于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当中，如 Ｙａｎｇ
等［７３］以 ＨＪ⁃１Ｂ 数据为基础数据源，利用不同算法反演了北京市地表热岛并与同期的 ＴＭ 和 ＭＯＤＩＳ 数据进行

了比较，结果表明 ＨＪ⁃１Ｂ 数据的反演结果与 ＭＯＤＩＳ 和 ＴＭ 数据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单窗算法的反演精度

较高。 刘帅等［７４］应用 ＨＪ⁃１Ｂ 数据建立了一种基于 ２．５ 维高斯表面模型的城市热岛监测模型，并应用这种模

型定量描述了北京城市热环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

表 ３　 城市地表热环境遥感研究的主要数据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空间分辨率等级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平台 ／ 传感器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
Ｓｅｎｓｏｒ

空间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时间分辨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波段
Ｂａｎｄ

光谱范围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ｎｇｅ

卫星发射时间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ｌｕｎｃｈ ｔｉｍｅ

高空间分辨率 机载 ／ ＡＨＳ ＩＦＯＶ：２．５ｍａｒｄ 自定义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机载 ／ ＯＭＩＳ ＩＦＯＶ：３ｍａｒｄ

机载 ／ ＴＶＲ ＩＦＯＶ：１．８ｍａｒｄ

机载 ／ ＡＴＬＡＳ ５—１０ｍ

中空间分辨率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ＴＭ １２０ｍ １６ｄ ６ １０．４—１２．５ １９８４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ＥＴＭ＋ ６０ｍ １６ｄ ６ １０．４—１２．５ １９９９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ＴＩＲＳ １００ｍ １６ｄ １０
１１

１０．６—１１．１９
１１．５—１２．５１ ２０１３

Ｔｅｒｒａ ／ ＡＳＴＥＲ ９０ｍ １６ｄ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８．２１５—８．４７５
８．４７５—８．８２５
８．９３５—９．２７５
１０．２５—１０．９５
１０．９５—１１．６５

１９９９

ＣＥＢＲＳ⁃０２ ／ ＩＲＭＳＳ １５６ｍ ２６ｄ ９ １０．４—１２．５ ２００７

ＨＪ⁃１Ｂ ／ ＩＲＳ ３００ｍ ４ｄ ４ １０．２—１２．５ ２００８

ＦＹ３ ／ ＭＥＲＳＩ ２５０ｍ ５．５ｄ ５ １１．２５ ２００８

低空间分辨率 Ａｑｕｒａ ／ ＭＯＤＩＳ １０００ｍ ０．５ｄ ３１ １０．７８—１１．２８ ２００２

Ｌｏ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ａ ／ ＭＯＤＩＳ １０００ｍ ０．５ｄ ３２ １１．７７—１２．２７ ２０００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１１００ｍ ０．５ｄ ４ １０．５—１１．３ １９７９

ＭｅｔＯｐ ／ ＡＶＨＲＲ １１００ｍ ０．５ｄ ５ １１．５—１２．５ ２００６

ＦＹ⁃２ｃ ／ ＳＶＩＳＳＥＲ ５０００ｍ １ｈ ＩＲ１
ＩＲ２

１０．３—１１．３
１１．５—１２．５ ２００４

ＧＯＥＳ ／ ＧＯＥＳ ４０００ｍ 最短间隔 １５ 分钟
４
５

１０．２—１１．２
１１．５—１２．５ １９７４

ＦＹ３ ／ ＶＩＲＲ １１００ｍ ５．５ｄ ４
５

１０．３—１１．３
１１．５—１２．５ ２００８

　 　 ＡＨＳ： 机载高光谱扫描仪，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ＯＭＩＳ： 实用模块化成像光谱仪，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ＴＶＲ：热成

像辐射计，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ＡＴＬＡＳ： 高级热环境和土地应用传感器，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ｎｓｏｒ

综上，当前已开展的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年际或季节时间尺度上的二维空间格局变化研

究，也有少数学者利用较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模拟了城市地表热环境的日际变化或逐时变化［７５］，但遥感

数据源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之间相互矛盾（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往往时间分辨率较低，而高时间分辨率的

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不高）给当前在不同尺度上定量化地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
２．２　 城市地表热环境驱动力和驱动机制研究

任何地理现象的表象变化均是其内在驱动力的外在体现，因而开展城市热环境的驱动力和驱动机制研究

是分析城市热环境时空变化的关键。 当前，以土地利用及其覆盖被变化、不透水表面和植被等景观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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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自然驱动力和人口、经济、产业形态以及建筑物的高度、密度和容积率等为代表的社会驱动力是国内

外学者公认的影响城市热环境的主要驱动力因素［７６⁃７７］。
２．２．１　 土地利用及其覆盖变化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土地覆盖是指土地类型及其包含的人文特征和自然属性的综合体，而土地利用变化必定会引起城市表面

土地覆被变化。 由于城市区域的土地覆盖多由沥青、水泥、金属等材料构成，湖泊、公园、森林相对较少，因而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城市地表热环境的空间分布以及热岛效应的形成和发展产

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７８］。 牟雪洁等［７９］通过利用 ＴＭ 影像数据反演的地表温度结合东莞市土地利用分类，分
析了建设用地、水体、耕地、绿地等土地利用类型与城市地表热岛强度的关系，发现建设用地的地表温度要远

高于其他用地类型。 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 等［８０］以 ＭＯ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等遥感数据反演的地表温度为基础，发现以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为代表的一些干旱半干旱区城市，由于城市周边为裸土和沙漠，而城市内部为水浇园地，因此在白天

市区比郊区的地表温度更低，有时表现为冷岛区域。 彭文甫等［８１］ 基于 ＴＭ 和 ＥＴＭ＋遥感数据，将成都市土地

利用类型分为林地、水田、旱地、城镇用地、工矿与交通用地等 ７ 类，分别探讨了不同土地覆被类型与城市地表

热岛效应之间的关系。
２．２．２　 不透水表面变化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不透水表面是指天然或人为源，通过隔离地表水渗透到土壤，从而改变物质沉淀、洪水径流的流动和污染

剖面的任何物质，主要由城市道路、广场、建筑物屋顶和停车场组成［８２］。 不透水表面由于可以改变城市边界

层和地表层的潜热和显热通量，因而成为影响城市地表热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 利用遥感数据对其进行定量

反演能够加强对城市热环境及生态变化过程的理解［８３⁃８４］。 当前，不透水表面与地表温度关系的研究主要包

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比对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开展不透水表面与地表热环境的关系研究。 例如

Ｙｕａｎ 等［８５］利用 ＴＭ 和 ＥＴＭ＋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不透水表面与美国明尼苏达州 Ｔｗｉｎ 城不同季节地表温度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在所有季节都具有较高的线性相关，能够很好地解释城市地表的热环境特征变化。
杨可明等［８６］基于全约束最小二乘法混合像元分解模型和植被⁃不透水面⁃土壤模型，利用 ＴＭ 遥感影像对北京

市海淀区不透水面丰度和地表温度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评价，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二是对不同

尺度条件下的不透水面盖度与城市地表热环境关系进行研究。 例如 Ｘｉａｏ 等［８７］发现利用 ＴＭ 遥感影像数据反

演的北京市不透水表面盖度（不透水覆盖面积与区域面积的比值）在不同尺度上均与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一

致。 孟宪磊［８８］从多个尺度研究了上海市不透水面盖度与城市热岛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空间幅度的扩大，不
透水面与地表温度呈现稳定的正相关，但尺度效应并不十分明显。 因此，如何进一步揭示不透水面时空演变

与热环境效应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是今后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２．２．３　 植被、水体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数据相比，植被覆盖度、地表水分状况等生物物理组分数据的连续型更强，因而对

地表温度的时空差异具有较好的揭示作用。 一方面，植被的生长状况、盖度和类型决定了城市地表反照率和

城市水分蒸发蒸腾，从而影响了城市地表的能量分配。 自 Ｇａｌｌｏ 等［８９］ 利用 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 数据证明归一化植

被指数与美国西雅图市的地表温度存在负相关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不同区域尺度上进行了验证，并不断对

植被覆盖度数据进行优化，以期通过与城市地表温度进行优化拟合从而更好地探讨植被覆盖与热岛效应之间

的相互作用［９０⁃９１］；另一方面，城市的水体状况决定了城市地表的比热特性，因而对城市地表温度时空差异具

有较好的揭示作用。 特别是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将归一化湿度指数、归一化水体指数、城市地表湿度等遥感

监测指标与景观生态学方法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展现城市水体对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９２⁃９４］。
２．２．４　 景观格局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城市内部景观格局的组成与配置，特别是 ３ 个景观结构成分：斑块、廊道和基质重复性地镶嵌在一起对于

城市地表热环境及其热岛效应有着显著的影响［６３］。 景观格局与城市地表热岛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两大

类：一是基于不同的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城市景观变化，探讨其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景观格局指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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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ｉｌ等［９５］提出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指数种类越来越多。 Ｃｈｅｎ 等［９６］通过分析地表温度与景观格局指数之

间的关系，认为景观格局指数并非数量越多解释效果越好，并提出了 ５ 个具有较好解释能力的景观格局指数。
同时，国内外专家学者还就不同尺度条件下的景观格局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相互关系和尺度效应进行了研

究［９７⁃９８］。 二是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对地表参数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地表参数如 ＮＤＶＩ、归一化地表建筑指数与

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９９］。 此外，诸如“源汇景观”等新的景观分类法的引入也为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带来了

新思路［１００］。 比如李立光等［１０１］基于 ＴＭ 遥感数据结合 ＧＩＳ 技术，识别了城市地表热岛的源区和汇区，并利用

热岛强度指数、源区和汇区面积比例指数和地表温度反演结果对沈阳市热岛效应进行了评价。
２．２．５　 社会驱动力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影响着城市地表热量的转换，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形态以及建筑物的高

度、密度和容积率等为代表的社会驱动力因素是导致城市地表温度升高、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等［１０２］利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和 ＭＯＤＩＳ 遥感影像反演的地表温度，结合当地社会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地统计学

等空间统计方法，对影响美国佛罗里达州 Ｐｉｎｅｌｌａｓ 地区地表热环境分布的人口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

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以及某些特定种族或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域，城市热岛效应更为显著。 张瑜等［１０３］ 基

于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１３ 年的 ８ 期 ＴＭ 遥感数据以及西安市建成区的人口、绿化面积、废气排放量、ＧＤＰ、运输量、工
业总产值等 １１ 项统计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定量研究了热岛效应影响因子的贡献率，结果表明认为人类

社会因素对热岛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 综上，社会统计数据由于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的局限性

很难适用于小尺度和高时间分辨率的热环境研究，这对于今后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定量分析带来了一定

困难。
２．２．６　 气象因素、大气污染与城市地表热环境的关系

城市的气象条件包括天气晴朗少云或者无云，静风或者无风，气压场、大气层机构稳定等是形成城市热岛

效应的外部原因。 气象因素不会直接影响城市地表热环境，而是通过植被［１０４］、地表反照率［１０５］、人为热排

放［１０６］来影响地表热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城市人为大量排放的粉灰、煤灰和各种污染气体，如 Ｈ２Ｏ、ＣＯ２、ＣＨ４、
Ｎ２Ｏ 等温室气体，形成覆盖在城市上空的“气罩”与“尘罩”，从而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１０７］。
２．３　 基于遥感数据的城市地表辐射与能量平衡研究

城市下垫面的快速变化影响了地表能量的收支平衡，特别是物质和热量交换过程的改变导致了以城市热

岛为代表的气候效应，同时城市热岛效应反作用于地表，影响着地表净辐射在潜热通量、显热通量和地表储量

之间的分配。 因此，深入开展城市地表辐射平衡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城市地表热环境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科

学意义。 针对传统的地表能量过程研究方法仅能获取单点数值、计算结果代表性不强的问题，遥感数据由于

可以获得区域城市地表下垫面的特征参数因而在该类研究中间具有较大的优势。 目前，基于遥感数据建立的

地表能量平衡模型主要方法分为 ３ 类：一是能量平衡余项法，二是经验统计模型法，三是数值模拟模型法。 上

述 ３ 种方法的代表模型及优缺点详见表 ４［１０８］。
２．４　 城市地表热岛与城市大气热岛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研究

城市不同界面所反映出的热岛效应各不相同，特别是城市地表热岛与大气热岛之间是否存在耦合或是替

代关系，二者之间的演变规律是否存在异同点以及各自的衡量与评价方法是当前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的热点

方向之一。 特别是应用遥感技术反演的地表温度和传统实测方法获取的空气温度作为衡量城市地表热岛和

空气热岛的关键性因素，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般来言，在夏季的白天时段，地表温度通常要略高

于空气温度［１０９］。 一方面是由于空气温度的敏感性较低且受地表辐射的影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空气水汽含量、云量和风力等其他因素导致地表温度和空气温度产生一定的差异性。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 等［１０９］

通过对比瑞典哥德堡市 ３ 年的地表温度和空气温度，发现通过气象站观测获取的温度数据所表征的热岛指标

在研究城市街区尺度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 Ａｂｕｔａｌｅｂ 等［１１０］以 ＥＴＭ＋遥感影像反演的城市地表温度数据和地

面实测气象数据为基础数据源，对埃及开罗地区的城市热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研究区域内大气热岛和

１４１１　 ３ 期 　 　 　 姚远　 等：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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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热岛并存，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区，且大气温度与地表温度差在 ０．５—３．５℃之间。 Ｍｏｈａｎ 等［１１１］

利用印度首都新德里地区气象观测站点的实测空气温度数据与 ＭＯＤＩＳ 遥感影像反演的地表温度数据进行了

比较。 结果表明在夜晚时间段，建筑物密集的商业区二者有很高的相关性，而白天的相关性较低。 此外，
ＭＯＤＩＳ 反演的温度数据白天要高于实测数据，而夜晚则低于实测数据。 综上，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地表热岛和

大气热岛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及相似性，但在极端情况下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表 ４　 基于遥感数据的城市地表辐射平衡模型［１０８］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含义
Ｃｏｎｔｅｎｔ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代表模型
Ｍｏｄｅｌ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能量平衡余项法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基于忽略水平方向能量输入条件和光
合作用耗能的地表能量平衡方程，利用
遥感数据将感热通量、净辐射、土壤通
量当做能量平衡方程的余项进行估算

单层模型
大 叶 模 型， 如
Ｐｍａｎ⁃Ｍｐｎｔｅｉｔｈ
模型

较好地应用于高植被覆
盖度区域

经验性较大；不适用于干旱
区和土地覆被类型多的区域

二源模型
串联模型：Ｓ⁃Ｗ
模型

考虑到了植被冠层与土
壤层的耦合关系

参数较多且多数无法基于遥
感数据获取，实用性不高

并联模型：平行
模型

经验性得到简化；理论基
础坚实；应用广泛

忽略了植被冠层与土壤层的
耦合关系

经验统计模型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基于遥感观测数据和地面实测数据，建
立遥感反演参量与实测热通量的关系，
通过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估算区域
潜热

简化法
基于植被指数
的估算法基于
差分热惯量的
方法

—

在不具备气象观测数据
的条件下，能在遥感数据
的支持下逐像元反演蒸
散发，克服机理模型气象
参数模拟的不确定性，实
用性较好

运用该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大
气状况稳定，存在极湿和极
干区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应用型，同时经验性交高，难
以获取高精度信息

数值模拟模型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基于土壤⁃植被⁃
大气系统，模拟模型能量通量变化过
程，包括地表生物、水文、热力过程，大
气与地表能量交换过程和地下土壤水
热输送及传导过程

—

水桶模型
ＳＶＡＴＳ 模型
考虑了植物生
化过程的新型
ＳＶＡＴＳ 模型

目前由于 ＳＶＡＴＳ 模型在
描述土壤⁃植被冠层蒸散
发方面的优势，因而成为
当前应用广泛、实现性高
的模型

ＳＶＡＴＳ 模型需要参数多，且
参数很难通过遥感数据获取
因而限制了在区域地表辐射
平衡遥感研究中的应用

２．５　 城市地表热岛的缓解研究

以城市绿地（公园绿地、街边绿化、防护绿地、生产绿地等）、森林和水体为主导的“冷岛效应”是当前改善

城市热环境、削弱城市热岛效应最有效的手段。 因而大量学者以城市公园植被、水体、人工森林等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冷岛效应在减缓热岛效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１１２］。 例如贾宝全等［１１３］ 利用 ２０１４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数

据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期间北京市实施 “百万亩平原大造林工程”的降温效应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北京市的

造林工程对区域降温的效果显著，林地本身降温效果可达 １．０２３℃，并通过冷岛效应的辐射作用，扩展形成了

２５０２１２．８８ｈｍ２的降温面积，降温价值达 ２．２６２２×１０８元。 Ｏｎｉｓｈｉ 等［１１４］基于 ＡＳＴＥＲ 遥感数据探讨了日本名古屋

市不同季节的停车场绿化面积及城市的树木、草地、森林所带来的冷岛效应与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不同季节的植被覆盖类型影响着城市地表温度的变化。 冯悦怡等［１１５］和苏泳娴等［１１６］ 分别利用 ＴＭ 遥感数据

探讨了北京市城区 ２４ 个公园和广州市城区 １７ 个公园内部及其周边温度分布规律，并对城市公园与地表热环

境效应之间的响应关系进行了探索。
２．６　 城市地表热岛的尺度转换研究

一个城市的地表热环境易受到气候、纬度、海拔等条件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尺度现象，主要分为宏观、中观

和微观尺度。 其中，宏观尺度指的是研究区覆盖全城或较大的区域，范围一般大于 １００ｋｍ２，中观尺度指的是

城市内部的片区规模，范围在 ０．５—１００ｋｍ２，微观尺度指的是城市街区甚至是单体建筑物的规模。 而尺度转

换就是将不同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信息扩展到其他尺度上，具体而言就是将高分辨率影像变成低分辨率影像称

之为“尺度上推”，反之则称之为“尺度下推”。 目前尺度转换的方法有很多，从研究对象的角度上分，可以分

２４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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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像元尺度和面向对象尺度的转换［１１７］。 例如，李慧宇［１１８］采用 ＴＳＭ 模型对不同分辨率温度产品进行比

对研究，研究表明经过尺度转换后二者的误差在 １Ｋ 左右，符合精度要求。 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ｕ 等［１１９］ 运用 ＰＢＩＭ 法，
将 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 的低分辨率数据降尺度到 １２０ｍ，并与同样是 １２０ｍ 空间分辨率的 ＴＭ 数据热红外波段反演

的地表温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降尺度后的 ＡＶＨＲＲ 地表温度数据均方根误差从原来的 ２．４℃降低

到 ０．９４℃。

３　 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方向

综合目前收集的文献来看，当前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在各个方面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已见报道，特别是

ＣＦＤ 仿真技术与遥感技术相结合应用于城市规划和设计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１２０⁃１２１］，但距离高精度、定
量化开展城市地表热环境遥感研究仍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针对目前存在的遥感数据源条件限制的问题，特别

是当前缺乏星载高分辨率热红外遥感数据，无法实现城市街区、楼宇尺度温度定量观测问题，高时间分辨率数

据往往空间分辨率低从而导致无法获得城市地物热环境特征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多平台、多角度、多尺

度数据综合应用下的城市地表热环境定量反演方法。 尚未对城市地表热环境的时空格局变化规律有较为准

确的认识，特别是遥感影像数据所获取的地表温度是一个时间断面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城市在连续时

间段内的空间变化特征，这需要从地表辐射平衡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应用遥感数据，深入分析不同时空尺度下

的城市热环境演变规律。 如何在对城市地表热环境进行准确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缓解城市

热岛效应的技术与措施亦是今后研究难点之一。 由于人为热数据获取十分艰难，因而当前已开展的城市地表

辐射与能量平衡研究将人类活动造成的城市热环境影响基本忽略，但实际上人为热是城市地表辐射平衡研究

中重要的一项，并对城市地表热平衡、显热、潜热通量以及净辐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精确获取人

为热数据，将其纳入到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尚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钱雨果． 城市精细景观格局对热环境的影响［Ｄ］．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２０１５．

［ ２ ］ 　 Ｏａｋ Ｔ 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 ／ Ｃｅｒｍａｋ Ｊ Ｅ，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Ａ Ｇ， Ｐｌａｔｅ Ｅ Ｊ， Ｖｉｅｇａｓ Ｄ Ｘ，

ｅｄｓ． Ｗｉ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５， ２７７： ８１⁃１０７．

［ ３ ］ 　 李祥余． 沿海湿润区和内陆干旱区城市热环境变化对比研究［Ｄ］． 北京：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２０１０．

［ ４ ］ 　 王翠云， 王太春， 元炳成， 陈丽丽， 张慧． 城市热环境研究进展． 甘肃科技， ２００９， ２５（２３）： ９１⁃９４．

［ ５ ］ 　 Ｆａｎ Ｈ Ｌ， Ｓａｉｌｏｒ Ｄ Ｊ．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

ＰＢ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３９（１）：７３⁃８４．

［ ６ ］ 　 Ｚｈｏｕ Ｘ Ｌ， Ｗａｎｇ Ｙ 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３）： ２６８⁃２７７．

［ ７ ］ 　 Ｖｏｏｇｔ Ｊ Ａ， Ｏｋｅ Ｔ 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８６（３）： ３７０⁃３８４．

［ ８ ］ 　 Ｒｉｚｗａｎ Ａ Ｍ， Ｄｅｎｎｉｓ Ｌ Ｙ Ｃ， Ｌｉｕ Ｃ 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８．

［ ９ ］ 　 乔治， 田光进． 北京市热环境时空分异与区划． 遥感学报， ２０１４， １８（３）： ７１５⁃７３４．

［１０］ 　 Ｋｏｖａｔｓ Ｒ Ｓ， Ｈａｊａｔ Ｓ．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８， ２９（１）： ４１⁃５５．

［１１］ 　 Ｗｈｉｔｅ Ｍ Ａ， Ｎｅｍａｎｉ Ｒ Ｒ，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Ｐ 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 Ｗ．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２， ５（３）： ２６０⁃２７３．

［１２］ 　 Ｇｒｉｍｍ Ｎ Ｂ， Ｆａｅｔｈ Ｓ Ｈ， Ｇｏｌｕｂｉｅｗｓｋｉ Ｎ Ｅ， Ｒｅｄｍａｎ Ｃ Ｌ， Ｗｕ Ｊ Ｇ， Ｂａｉ Ｘ Ｍ， Ｂｒｉｇｇｓ Ｊ 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５８６４）： ７５６⁃７６０．

［１３］ 　 Ａｋｂａｒｉ 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Ｍ， Ｔａｈａ Ｈ． Ｃｏｏ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ｅ ｔｒｅ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１，

７０（３）： ２９５⁃３１０．

［１４］ 　 Ｏｏｋａ 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２７（１４）： １９１９⁃１９３０．

［１５］ 　 Ｚｉｓｋａ Ｌ Ｈ， Ｂｕｎｃｅ Ｊ Ａ， Ｇｏｉｎｓ Ｅ 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ＣＯ２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

３４１１　 ３ 期 　 　 　 姚远　 等：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３）： ４５４⁃４５８．

［１６］ 　 Ｐｏｕｍａｄèｒｅ Ｍ， Ｍａｙｓ Ｃ， Ｌｅ Ｍｅｒ Ｓ， Ｂｌｏｎｇ 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ｈｅａｔ ｗａｖ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ｎｏｗ．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５， ２５

（６）： １４８３⁃１４９４．

［１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 Ｋｏｖａｔｓ Ｒ Ｓ，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Ｇ， Ｓｔｅｄｍａｎ Ｊ， Ｇｉｂｂｓ Ｍ， Ｗａｌｔｏｎ 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ｈｅａｔ ｗａｖｅ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ｗｅｅｋｌ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Ｅｕｒｏ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２００５， １０（７）： １６８⁃１７１．

［１８］ 　 薛志成． 城市热岛效应威胁人类健康． 安全与健康， ２００２， （１３）： １５⁃１６．

［１９］ 　 彭少麟， 周凯， 叶有华， 粟娟． 城市热岛效应研究进展．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０５， １４（４）： ５７４⁃５７９．

［２０］ 　 Ｋｏｎｏｐａｃｋｉ Ｓ， Ａｋｂａｒｉ 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ＬＢＮＬ⁃４２８９０，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２０００．

［２１］ 　 Ｔａｈａ Ｈ， Ｈａｍｍｅｒ Ｈ， Ａｋｂａｒｉ 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ｌｂｅｄｏ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ａｒｅ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ＬＢＮＬ⁃４９２１０，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２００２．

［２２］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Ｋ，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Ｈ， Ｔａｎａｋａ Ｙ， Ａｏｔａｋｅ Ｎ， Ｗａｎｇ Ｆ 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ｙｏｔｏ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Ｆ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２００４， ３６（８）： ７７１⁃７７９．

［２３］ 　 Ｇｉｒｉｄｈａｒａｎ Ｒ， Ｇａｎｅｓａｎ Ｓ， Ｌａｕ Ｓ Ｓ Ｙ．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２００４， ３６（６）： ５２５⁃５３４．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 年） ． （２００６⁃０２⁃０９） ［２０１６⁃０７⁃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０６⁃０２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３７８７．ｈｔｍ．

［２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ＪＧＪ ２８６⁃２０１３ 城市居住热环境设计标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 城市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导则（试行）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０７⁃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ｊｓ． ｃｏｍ． ｃｎ ／ ｎ７１ ／ ｎ７２ ／

ｃ３４５４１１ ／ ｐａｒｔ ／ ３．ｐｄｆ．

［２７］ 　 Ｍｏｈａｎ Ｍ， Ｋａｎｄｙａ 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ｓｈｅｄ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５０６⁃５０７： ４５３⁃４６５．

［２８］ 　 Ｚｈｅｎｇ Ｂ Ｊ， Ｍｙｉｎｔ Ｓ Ｗ， Ｆａｎ 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３０： １０４⁃１１１．

［２９］ 　 Ｏｎｌｉｎｅ 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６⁃０７⁃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 ／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３０］ 　 但玻， 赵希锦， 但尚铭， 叶强． 成都城市热环境的空间特点及对策． 四川环境， ２０１１， ３０（５）： １２４⁃１２７．

［３１］ 　 李海峰． 多源遥感数据支持的中等城市热环境研究［Ｄ］． 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 ２０１２．

［３２］ 　 张金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地表热环境的遥感探测及时空演化研究［Ｄ］． 广州：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００６．

［３３］ 　 Ｍｙｒｕｐ Ｌ Ｏ． 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９， ８（６）： ９０８⁃９１８．

［３４］ 　 Ｏｋｅ Ｔ 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Ｇ Ｔ， Ｓｔｅｙｎ Ｄ Ｇ， Ｗａｔｓｏｎ Ｉ 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 ‘ ｉｄｅ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ｎｉｇｈｔ Ｐａｒｔ 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１， ５６（４）： ３３９⁃３５８．

［３５］ 　 Ｖｕｋｏｖｉｃｈ Ｆ 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ａ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３， １０１（６）： ４６７⁃４７４．

［３６］ 　 吕世华， 陈玉春． 绿洲和沙漠下垫面状态对大气边界层特征影响的数值模拟． 中国沙漠， １９９５，１５（２）： １１６⁃１２３．

［３７］ 　 肖荣波， 欧阳志云， 张兆明， 王效科， 李伟峰， 郑华． 城市热岛效应监测方法研究进展． 气象， ２００５， ３１（１１）： ３⁃６．

［３８］ 　 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ｕ Ｍ， Ｃａｒｔａｌｉｓ Ｃ， Ｋｅｒａｍｉｔｓｏｇｌｏｕ Ｉ．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２５（１２）： ２３０１⁃２３１６．

［３９］ 　 Ｓｔｒｅｕｔｋｅｒ Ｄ Ｒ． 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Ｈｏｕｓｔｏｎ， Ｔｅｘ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２３（１３）：

２５９５⁃２６０８．

［４０］ 　 Ｓｈａｏ Ｊ Ｔ， Ｌｉｕ Ｊ， Ｚｈａｏ Ｊ 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ｋ—ε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ｆｌｏｗ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ｒｉｓ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５７： １４５⁃１５５．

［４１］ 　 Ｂｏ⁃ｏｔ Ｌ Ｍ， Ｗａｎｇ Ｙ Ｈ． Ｃｈｉａｎｇ Ｃ Ｍ， Ｌａｉ Ｃ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ｌｅｖｅｌ．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５（１２）： ３７２３⁃３７３５．

［４２］ 　 何萍， 陈辉， 李宏波， 席武俊． 云南高原楚雄市热岛效应因子的灰色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９， ２８（１）： ２５⁃３２．

［４３］ 　 Ｓｗａｉｄ 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Ｍ 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ＴＴＣ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１９９０， １４（４）： ３１３⁃

３２４．

［４４］ 　 Ｓｗａｉｄ 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Ｍ 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ｈｅ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ｌａｙ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５（１ ／ ２）： ２５３⁃２６１．

［４５］ 　 刘艳红， 郭晋平， 魏清顺． 基于 ＣＦＤ 的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热环境效应分析．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６）： １９５１⁃１９５９．

４４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６］　 陈云浩， 周纪， 宫阿都， 马伟， 占文凤． 城市空间热环境遥感———空间形态与热辐射方向性模拟．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１⁃３．

［４７］ 　 谢启姣， 刘进华， 胡道华． 武汉城市扩张对热场时空演变的影响．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６， ３５（７）： １２５９⁃１２７２．

［４８］ 　 Ｌｖ Ｚ Ｑ， Ｚｈｏｕ Ｑ Ｇ．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２８７⁃１２９２．

［４９］ 　 孟鹏， 胡勇， 巩彩兰， 李志乾， 栗琳， 周颖． 热红外遥感地表温度反演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遥感信息， ２０１２， ２７（６）： １１８⁃１２３， １３２⁃１３２．

［５０］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Ｊ Ａ， Ｊｉｍéｎｅｚ ⁃Ｍｕñｏｚ Ｊ Ｃ， Ｐａｏｌｉｎｉ Ｌ．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５．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９０

（４）： ４３４⁃４４０．

［５１］ 　 Ｊｉｍéｎｅｚ ⁃Ｍｕñｏｚ Ｊ Ｃ， Ｃｒｉｓｔóｂａｌ Ｊ，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Ｊ Ａ， Ｓòｒｉａ Ｇ， Ｎｉｎｙｅｒｏｌａ Ｍ， Ｐｏｎｓ Ｘ．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４７（１）： ３３９⁃３４９．

［５２］ 　 覃志豪， Ｚｈａｎｇ Ｍ Ｈ， Ｋａｒｎｉｅｌｉ Ａ，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Ｐ． 用陆地卫星 ＴＭ６ 数据演算地表温度的单窗算法． 地理学报， ２００１， ５６（４）： ４５６⁃４６６．

［５３］ 　 甘甫平， 陈伟涛， 张绪教， 闫柏琨， 刘圣伟， 杨苏明． 热红外遥感反演陆地表面温度研究进展． 国土资源遥感， ２００６， （１）： ６⁃１１．

［５４］ 　 Ｗａｎ Ｚ Ｍ， Ｌｉ Ｚ Ｌ．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ａ．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９７， ３５（４）： ９８０⁃９９６．

［５５］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 Ｒｏｋｕｇａｗａ Ｓ， Ｍａｔｓｕｎａｇａ Ｔ， Ｃｏｔｈｅｒｎ Ｊ Ｓ， Ｈｏｏｋ Ｓ， Ｋａｈｌｅ Ａ Ｂ． 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ＡＳ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３６（４）：

１１１３⁃１１２６．

［５６］ 　 覃志豪， Ｚｈａｎｇ Ｍ Ｈ， Ｋａｒｎｉｅｌｉ Ａ． 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热通道数据演算地表温度的劈窗算法． 国土资源遥感， ２００１， （２）： ３３⁃４２．

［５７］ 　 章皖秋， 袁华， 岳彩荣， 钮子鹏． 昆明中心城区地表温度反演及与土地覆盖关系分析．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５）： １３０⁃１３７．

［５８］ 　 Ｒｏ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Ｏ， Ｑｉｎ Ｚ Ｈ， Ｄｅｒｉｍｉａｎ Ｙ， Ｋａｒｎｉｅｌｉ Ａ．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ＴＩ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ｐｌｉ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２０１４， １４（４）： ５７６８⁃５７８０．

［５９］ 　 毛克彪， 唐华俊， 陈仲新， 邱玉宝， 覃志豪， 李满春． 一个从 ＡＳＴＥＲ 数据中反演地表温度的劈窗算法． 遥感信息， ２００６， （５）： ７⁃１１．

［６０］ 　 朱贞榕， 程朋根， 桂新， 腾月， 童成卓． 地表温度反演的算法综述．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２０１６， ３９（５）： ７０⁃７５．

［６１］ 　 孙铁钢， 肖荣波， 蔡云楠， 王耀武， 吴昌广． 城市热环境定量评价技术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７（８）： ２７１７⁃２７２８．

［６２］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Ｃ Ｊ，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Ｌ， Ｔｈｏｒｎｅｓ Ｊ Ｅ， Ｂａｋｅｒ Ｃ．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１， １８（３）： ２９６⁃３０６．

［６３］ 　 陈爱莲， 孙然好， 陈利顶． 基于景观格局的城市热岛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１４）： ４５５３⁃４５６５．

［６４］ 　 陈利顶， 孙然好， 刘海莲． 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４）： １０４２⁃１０５０．

［６５］ 　 Ｈｏｗａｒｄ Ｌ．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ｉ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Ｗ．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Ｇｅｏｇｒｅ Ｙａｒｄ， １８１８⁃１８２０， １８３３．

［６６］ 　 Ｒａｏ Ｐ Ｋ．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７２， ５３（７）：

６４７⁃６４８．

［６７］ 　 葛荣凤， 王京丽， 张力小， 田光进， 冯悦怡． 北京市城市化进程中热环境响应．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１９）： ６０４０⁃６０４９．

［６８］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Ｊ Ａ， Ｏｌｔｒａ⁃ＣａｒｒｉÓ Ｒ， Ｓòｒｉａ Ｇ，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Ｒ， Ｐａｇａｎｉｎｉ 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ｏｖｅｒ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１１７： ５０⁃５６．

［６９］ 　 Ｄｏｕｓｓｅｔ Ｂ， Ｇｏｕｒｍｅｌｏｎ 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５８（１ ／ ２）： ４３⁃５４．

［７０］ 　 乔治， 田光进． 基于 ＭＯＤＩＳ 的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北京热岛足迹及容量动态监测． 遥感学报， ２０１５， １９（３）： ４７６⁃４８４．

［７１］ 　 Ｚｈｏｕ Ｊ， Ｃｈｅｎ Ｙ Ｈ， Ｚｈａｎｇ Ｘ， Ｚｈａｎ Ｗ Ｆ．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３４（２１）： ７５６８⁃７５８８．

［７２］ 　 Ｚａｋšｅｋ Ｋ， Ｏšｔｉｒ Ｋ．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１１７：

１１４⁃１２４．

［７３］ 　 Ｙａｎｇ Ｊ， Ｇｏｎｇ Ｐ， Ｚｈｏｕ Ｊ Ｘ， Ｈｕａｎｇ Ｈ Ｂ， Ｗａｎｇ 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ＨＪ⁃１Ｂ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５３（Ｓ１）： ６７⁃７３．

［７４］ 　 刘帅， 李琦， 朱亚杰． 基于 ＨＪ⁃１Ｂ 的城市热岛季节变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８４⁃８８．

［７５］ 　 李元征， 尹科， 周宏轩， 王晓琳， 胡聃． 基于遥感监测的城市热岛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６， ３５（９）： １０６２⁃１０７４．

［７６］ 　 田国良． 热红外遥感．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７７］ 　 Ｓｍａｌｌ 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４（２）： １６８⁃１８９．

［７８］ 　 Ｃｈｅｎ Ｘ Ｌ， Ｚｈａｏ Ｈ Ｍ， Ｌｉ Ｐ Ｘ， Ｙｉｎ Ｚ 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１０４（２）： １３３⁃１４６．

５４１１　 ３ 期 　 　 　 姚远　 等：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７９］　 牟雪洁， 赵昕奕． 珠三角地区地表温度与土地利用类型关系．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２， ３１（９）： １５８９⁃１５９７．

［８０］ 　 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 Ｍ， Ｍａｒｐｕ Ｐ Ｒ， Ｇｈｅｄｉｒａ 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ｃ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１３０： １３６⁃１５２．

［８１］ 　 彭文甫， 周介铭， 罗怀良， 杨存建， 赵景峰． 城市土地利用与地面热效应时空变化特征的关系———以成都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６（１０）： １７３８⁃１７４９．

［８２］ 　 Ａｒｎｏｌｄ Ｃ Ｌ Ｊｒ，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Ｃ Ｊ．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ｋｅ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６２（２）： ２４３⁃２５８．

［８３］ 　 Ｙａｎｇ Ｘ Ｊ， Ｌｉｕ Ｚ． Ｕｓｅ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５， ２９（５）： ５２４⁃５４０．

［８４］ 　 Ｗｅｎｇ Ｑ Ｈ， Ｈｕ Ｘ Ｆ， Ｌｉｕ 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Ｓ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３０（１８）： ４８０７⁃４８３０．

［８５］ 　 Ｙｕａｎ Ｆ， Ｂａｕｅｒ Ｍ 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 １０６（３）： ３７５⁃３８６．

［８６］ 　 杨可明， 周玉洁， 齐建伟， 王林伟， 刘士文． 城市不透水面及地表温度的遥感估算． 国土资源遥感， ２０１４， ２６（２）： １３４⁃１３９．

［８７］ 　 Ｘｉａｏ Ｒ Ｂ，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Ｚｈｅｎｇ Ｈ， Ｌｉ Ｗ Ｆ， Ｓｃｈｉｅｎｋｅ Ｅ Ｗ， Ｗａｎｇ Ｘ 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１９（２）： ２５０⁃２５６．

［８８］ 　 孟宪磊． 不透水面、植被、水体与城市热岛关系的多尺度研究［Ｄ］．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

［８９］ 　 Ｇａｌｌｏ Ｋ Ｐ， Ｍｃｎａｂ Ａ Ｌ， Ｋａｒｌ Ｔ Ｒ， Ｂｒｏｗｎ Ｊ Ｆ， Ｈｏｏｄ Ｊ Ｊ， Ｔａｒｐｌｅｙ Ｊ 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９３， １４（１１）： ２２２３⁃２２３０．

［９０］ 　 庞光辉， 蒋明卓， 洪再生． 沈阳市植被覆盖变化及其降温效应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６， ３０（１）： １９１⁃１９６．

［９１］ 　 Ｒａｙｎｏｌｄｓ Ｍ Ｋ， Ｃｏｍｉｓｏ Ｊ Ｃ， Ｗａｌｋｅ Ｄ Ａ， Ｖｅｒｂｙｌａ 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４）： １８８４⁃１８９４．

［９２］ 　 龚珍， 胡友健， 黎华． 城市水体空间分布与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研究． 测绘通报， ２０１５（１２）： ３４⁃３６．

［９３］ 　 徐涵秋． 基于城市地表参数变化的城市热岛效应分析．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１（１４）： ３８９０⁃３９０１．

［９４］ 　 张宇， 陈龙乾， 王雨辰， 陈龙高， 周天建， 张婷． 基于 ＴＭ 影像的城市地表湿度对城市热岛效应的调控机理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０（４）： ６２９⁃６４０．

［９５］ 　 Ｏ′Ｎｅｉｌ Ｒ Ｖ， Ｋｒｕｍｍｅｌ Ｊ Ｒ，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Ｒ Ｈ， Ｓｕｇｉｈａｒａ Ｇ，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Ｂ， Ｄｅａｎｇｅｌｉｓ Ｄ Ｌ， Ｍｉｌｎｅ Ｂ Ｔ， Ｔｕｒｎｅｒ Ｍ Ｇ，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Ｓ Ｗ， Ｄａｌｅ

Ｖ Ｈ， Ｇｒａｈａｍ Ｒ 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８， １（３）： １５３⁃１６２．

［９６］ 　 Ｃｈｅｎ Ａ Ｌ， Ｙａｏ Ｌ， Ｓｕｎ Ｒ Ｈ， Ｃｈｅｎ Ｌ Ｄ．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４， ４５： ４２４⁃４３３．

［９７］ 　 Ｌｉｕ Ｈ， Ｗｅｎｇ Ｑ Ｈ．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７５（３）： ２９１⁃３０４．

［９８］ 　 陈辉， 古琳， 黎燕琼， 慕长龙． 成都市城市森林格局与热岛效应的关系．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９（９）： ４８６５⁃４８７４．

［９９］ 　 Ｘｕ Ｓ Ｌ．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ｔ 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１ ／ ４）： ２８９⁃３００．

［１００］ 　 陈利顶， 傅伯杰， 徐建英， 巩杰． 基于“源⁃汇”生态过程的景观格局识别方法———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１１）：

２４０６⁃２４１３．

［１０１］ 　 李丽光， 许申来， 王宏博， 赵梓淇， 蔡福， 武晋雯， 陈鹏狮， 张玉书． 基于源汇指数的沈阳热岛效应．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４（１２）：

３４４６⁃３４５２．

［１０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Ｂ Ｃ，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Ｊ．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Ｐｉｎｅｌｌａ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４）： ４５９⁃４８０．

［１０３］ 　 张瑜， 黄曦涛， 韩玲， 谢露蓉， 严荣华． 西安市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因子分析研究． 测绘通报， ２０１５， （１０）： ４７⁃５１．

［１０４］ 　 Ｐｉａｏ Ｓ Ｌ， Ｆａｎｇ Ｊ Ｙ， Ｚｈｏｕ Ｌ Ｍ， Ｇｕｏ Ｑ Ｈ，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 Ｊｉ Ｗ， Ｌｉ Ｙ， Ｔａｏ Ｓ．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１９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１０８（Ｄ１４）： ４４０１．

［１０５］ 　 Ｈａｌｌ 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ｌｂｅｄ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０４， １７（７）： １５５０⁃１５６８．

［１０６］ 　 Ｓａｎｔａｍｏｕｒｉｓ Ｍ， Ｐａｐａｎｉｋｏｌａｏｕ Ｎ， Ｌｉｖａｄａ Ｉ， Ｋｏｒｏｎａｋｉｓ Ｉ， Ｇｅｏｒｇａｋｉｓ Ｃ， Ａｒｇｉｒｉｏｕ Ａ， Ａｓ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 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０１， ７０（３）： ２０１⁃２１６．

［１０７］ 　 Ｐｅｎｇ Ｓ Ｓ， Ｐｉａｏ Ｓ Ｌ， Ｃｉａｉｓ Ｐ， Ｆｒｉ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ｅｉｎ Ｐ， Ｏｔｔｌｅ Ｃ， Ｂｒéｏｎ Ｆ Ｍ， Ｎａｎ Ｈ Ｊ， Ｚｈｏｕ Ｌ Ｍ， Ｍｙｎｅｎｉ Ｒ Ｂ．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４１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６（２）： ６９６⁃７０３．

６４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０８］ 　 郑文武． 城市地表蒸散发遥感反演研究［Ｄ］． 长沙：中南大学， ２０１２．

［１０９］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 Ｉ． Ｕｒｂａｎ 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６， ３０（３）： ３７９⁃３９２．

［１１０］ 　 Ａｂｕｔａｌｅｂ Ｋ， Ｎｇｉｅ Ａ， Ｄａｒｗｉｓｈ Ａ， Ａｈｍｅｄ Ｍ， Ａｒａｆａｔ Ｓ， Ａｈｍｅｄ 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ｖｅ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ａｉｒｏ， Ｅｇｙｐ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４（１）： ３５⁃４７．

［１１１］ 　 Ｍｏｈａｎ Ｍ， Ｋｉｋｅｇａｗａ Ｙ， Ｇｕｒｊａｒ Ｂ Ｒ， Ｂｈａｔｉ Ｓ， Ｋｏｌｌｉ Ｎ 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Ｄｅｌｈ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１２（３）： ６４７⁃６５８．

［１１２］ 　 余兆武， 郭青海， 孙然好． 基于景观尺度的城市冷岛效应研究综述．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６（２）： ６３６⁃６４２．

［１１３］ 　 贾宝全， 仇宽彪． 北京市平原百万亩大造林工程降温效应及其价值的遥感分析．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３）： ７２６⁃７３５．

［１１４］ 　 Ｏｎｉｓｈｉ Ａ， Ｃａｏ Ｘ， Ｉｔｏ Ｔ， Ｓｈｉ Ｆ， Ｉｍｕｒａ 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ｌｏｔ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９（４）： ３２３⁃３３２．

［１１５］ 　 冯悦怡， 胡潭高， 张力小． 城市公园景观空间结构对其热环境效应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２）： ３１７９⁃３１８７．

［１１６］ 　 苏泳娴， 黄光庆， 陈修治， 陈水森． 广州市城区公园对周边环境的降温效应．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０（１８）： ４９０５⁃４９１８．

［１１７］ 　 陈云浩， 冯通， 史培军， 王令飞． 基于面向对象和规则的遥感影像分类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６， 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０．

［１１８］ 　 李慧宇． 遥感温度产品真实性验证及空间尺度转换研究［Ｄ］．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２０１５．

［１１９］ 　 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ｕ Ｍ， Ｃａｒｔａｌｉｓ Ｃ．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ＡＶＨＲＲ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１２）： ２５９２⁃２６０５．

［１２０］ 　 李鹍． 基于遥感与 ＣＦＤ 仿真的城市热环境研究———以武汉市夏季为例［Ｄ］．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０８．

［１２１］ 　 王翠云． 基于遥感和 ＣＦＤ 技术的城市热环境分析与模拟———以兰州市为例［Ｄ］． 兰州： 兰州大学， ２００８．

７４１１　 ３ 期 　 　 　 姚远　 等：城市地表热环境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