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３ 卷第 １８ 期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３ꎬＮｏ.１８
Ｓｅｐ.ꎬ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项目(２０２１ｘｊｋｋ０９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１ꎻ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０９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ｍａｈｔ＠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２１０２１２９９６

王柯文ꎬ马海涛.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３ꎬ４３(１８):７８０７￣７８１９.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
进展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王柯文１ꎬ２ꎬ马海涛１ꎬ２ꎬ∗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天山北坡经济带长期面临城镇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系统的系列问题ꎬ区域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备受关注ꎮ 运用文

献计量分析工具对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的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全面分析ꎬ并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研究的几

个重点问题进行评述ꎮ 研究发现ꎬ中文研究整体关注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探讨ꎬ英文研究侧重气候变化背景下

城镇化进程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与驱动因素ꎬ而中英文均普遍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水资源问题ꎬ且近期不断加强城镇化与资源环

境系统的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ꎮ 相关研究存在共识ꎬ认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存在互动互馈关系ꎬ资

源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效应具有倒 Ｕ 型趋势ꎬ城镇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效应呈现 Ｕ 型趋势ꎬ而当下二者的

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偏低ꎬ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道路ꎮ 未来研究可从区域多尺度空间嵌套关

系、多源数据库构建、多元化方法创新、格局￣过程￣机理剖析等方面开展ꎮ

关键词:城镇化ꎻ资源环境系统ꎻ关系研究ꎻ耦合协调ꎻ文献计量分析ꎻ天山北坡经济带

开展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交互关系研究ꎬ是国际上地球科学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ꎬ旨
在通过认识与厘清其互动关系规律ꎬ以采取适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来优化资源环境利用方式ꎬ进而促进二者

协调发展[１—２]ꎮ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型城镇化进程ꎬ旨在探索转变城镇化方式ꎬ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

量[３]ꎬ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合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ꎬ引导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碳排放量不断降低ꎬ以低资源环

境投入获取高社会经济效益[４—５]ꎬ最终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质量的共同提升ꎮ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形成于新疆天山北麓洪￣冲积扇的条带状绿洲带ꎬ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优越的区位条

件和相较完善的基础设施ꎬ成为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增长极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枢纽ꎬ具
体包括归属地方管辖的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全域ꎬ塔城地区的塔城市、沙湾市、乌苏市、额敏县、托里县和裕民县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ꎬ以及归属兵

团管辖的石河子市、五家渠市、胡杨河市和双河市(图 １)ꎮ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人口和城市密度最高、社会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ꎬ不断强化的内部集聚效应与外向型经济优势共同助推城镇化快速发展[６]ꎻ同时ꎬ其地处

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区ꎬ城镇化需依托绿洲作为空间载体ꎬ但区域内存在大量无植被覆盖的未利用地且水体分

布稀疏ꎬ城镇化过程面临着可利用水土资源有限、土地荒漠化与土壤盐渍化等资源环境系统约束ꎬ且城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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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也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系统的胁迫效应ꎮ 因此ꎬ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问题非

常复杂[７—９]ꎬ不但在中国ꎬ而且就全球而言ꎬ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ꎮ 多年来虽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开展了

系列研究ꎬ但少有整体性与系统性梳理ꎬ从而难以窥探全貌ꎮ ２０２１ 年新疆第三次科学考察进入实施阶段ꎬ探
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的资源保障路径和绿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ꎬ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梳

理和评述ꎬ以便在前人基础上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工作ꎮ 鉴此ꎬ本文基于全面的文献计量学分析ꎬ选择天山北坡

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几个热点领域进行文献评述ꎬ并针对性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ꎮ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２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ꎬ底图无修改

１　 文献计量学分析

使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全面梳理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

系统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及发展态势ꎮ 文献库选择上ꎬ分别选择 ＣＮＫＩ 中的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 三类期刊

和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中的 ＳＣＩ、ＳＳＣＩ 两类期刊ꎬ以增强检索结果的可靠性ꎮ 检索式构建上ꎬ将主题词设定为四大

方向:①城镇化进程(包含城镇化、人口流动、土地扩张、产业集聚、工业化和老龄化)ꎬ②资源环境系统(包含

水资源、土地资源、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ꎬ③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优化协调(包含可持续发

展、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ꎬ④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空间载体(包含城市群、都市圈和都市区)ꎻ同时ꎬ将
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地域限定性关键词ꎬ为避免检索文献疏漏ꎬ分别从宏观区域尺度到微观城市尺度设定关

键词ꎬ包含新疆、兵团、天山北坡、天山北坡经济带、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哈密、吐鲁番、塔城、奎
屯、五家渠、胡杨河和双河ꎮ 通过剔除研究区域不属于天山北坡经济带或其内部城市以及研究主题不相关的

文献ꎬ最终在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中分别检索获得 ７９６ 篇中文文献和 １５１ 篇英文文献ꎬ共计 ９４７ 篇ꎮ
１.１　 发文量及趋势

从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研究的发文量上看(图 ２)ꎬ中文研究起点较早、数量较多ꎬ

８０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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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

研究的发文量演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２

研究期内发文量总体多于英文研究ꎬ１９９９ 年以来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ꎬ但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后ꎬ出现波动下降

态势ꎻ英文研究起点较晚且发文总量偏少ꎬ但在 ２０１４ 年

以来呈现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ꎬ并于 ２０２２ 年达到峰值ꎬ
不断缩小与中文研究的发文量差距ꎮ 整体来看ꎬ中英文

研究的关注时间存在差异ꎬ２０００ 年正式启动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推动中国学界对新疆及其核心增长极———天

山北坡经济带开展了广泛研究ꎬ而 ２０１３ 年末“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可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领域国际关

注度的不断提升ꎮ 然而ꎬ当前中英文研究的发文量均相

对较少ꎬ亟需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第三次

新疆科学考察的重大机遇ꎬ加快国内外研究ꎮ
１.２　 发文机构共现分析

为明确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

关系研究贡献较大的机构及机构间合作关系ꎬ进行发文

机构共现分析(表 １)ꎮ 在发文量方面ꎬ中英文研究的相

关机构均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新疆的高校和科研院所ꎬ国内其他省份院校及国外学

术机构的研究相较稀缺ꎬ尤其体现在英文文献方面ꎻ与中文研究相比ꎬ英文研究的机构间发文量差距更大ꎬ排
名第 １ 的中国科学院是第 ２ 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３ 倍多ꎬ且仅有 ３ 家机构的发文总量超过 １０ 篇ꎮ 同时ꎬ中心

度用以测度研究机构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程度ꎬ当中心度值≥０.１ 时ꎬ表明该机构具有核心枢纽作用ꎬ因此ꎬ
中英文研究的核心枢纽机构均为中国科学院(主要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新疆大学ꎮ 综合

来看ꎬ当前各机构在该领域研究上已初步形成相互合作的发展态势ꎬ但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机构间的合

作研究ꎮ

表 １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研究机构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排名
Ｒａｎｋ

中文文献高频机构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文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英文文献高频机构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文量 / 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

１６９ ０.２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０ １.０９

２ 新疆大学 １０８ ０.１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６ ０.０８

３ 石河子大学 ８６ ０.０８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２ ０.２９

４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７７ ０.０６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 ０.０６

５ 新疆农业大学 ７１ ０.０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０.０８

６ 新疆财经大学 ３５ ０.０１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０.０４

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３４ ０.０７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 ０.０３

８ 新疆师范大学 ２６ ０.０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 ０.０２

９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５ 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４ ０.０５

１０ 塔里木大学 １２ ０.０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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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ꎬ掌握 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总体研究状况

与进展(图 ３、图 ４)ꎮ 由表 ２ 可知ꎬ中英文文献的前 １５ 位高频关键词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ꎬ如水资源(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干旱区(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城镇化(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影响因素( ｉｍｐａｃｔ /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等ꎬ表明水作为天山北

坡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约束性资源ꎬ受到相关研究的普遍关注ꎬ且各系统或要素的影响因素分析也

极为关键ꎮ 而两者差别在于中文文献重点强调新疆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研究ꎬ关注天山北坡及其内部重

点城市(如乌鲁木齐、吐鲁番)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绿洲发展、生态足迹等问题ꎬ并积极探讨

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各类对策ꎻ英文文献则突出强调气候变化背景下新疆城市或重要生态区的水资

源利用及演化情况、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情况ꎬ并将相关领域的影响因素或驱动力分析作为研究的重要

方面ꎮ

图 ３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　 研究热点及演变

关键词突现图谱反映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领域在各时段的研究热点(图 ５、图
６)ꎮ 突现强度方面ꎬ中文研究整体强于英文研究ꎬ可能是由于英文发文量总体偏少ꎻ突现时间方面ꎬ中文研究

对某一热点的关注持续性更强ꎬ６０％的关键词突现时间达到 ９ 年及以上ꎬ而英文研究中虽个别热点的持续性

较长ꎬ但近 ６０％的关键词突现时间仅达到 ４ 年ꎮ 具体来看ꎬ中文文献的关注热点早期集中为区域人地关系协

调的对策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和以棉花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情况(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ꎻ中期多以城镇化发展的空间

载体(天山北坡、都市圈、重点城市等)为研究区域ꎬ围绕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类问题展开研究(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ꎻ后期则将关注焦点转向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ꎬ并不断结合地理学视角ꎬ深入研

究相关要素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ꎮ 英文文献起始时间相对较晚ꎬ较长时间内的研究

热点表现为城镇化发展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ꎬ如流域水资源问题、道路扬尘、重金属污染、二氧化碳排放等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ꎻ近年来ꎬ一方面为缓解人地关系矛盾ꎬ突出研究污染源解析、风险评估等问题ꎬ另一方面强

化开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系统不断恶化的现实背景下ꎬ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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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ꎮ 综合来看ꎬ近年来中英文文献研究均旨在基于现状评价与问题分析ꎬ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ꎬ并深化其影响因素探讨ꎮ

表 ２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排名
Ｒａｎｋ

中文文献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词频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英文文献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词频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新疆 ５９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５

２ 乌鲁木齐 ６２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３ 水资源 ５７ ａｒｅａ ２２

４ 生态环境 ４５ ｉｍｐａｃｔ /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１９

５ 城镇化 ４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４

６ 城市化 ３５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４

７ 对策 ２７ ｃｉｔｙ １２

８ 天山北坡 ２４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１１

９ 绿洲 ２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１０

１０ 干旱区 ２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０

１１ 兵团 １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９

１２ 生态足迹 １８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

１３ 吐鲁番 １５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９

１４ 影响因素 １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８

１５ 工业化 １３ ｍｏｄｅｌ ８

２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

干旱地区的城镇建设必须依托有限的绿洲ꎬ从而导致水土资源成为其城镇化发展最基础的因素ꎬ且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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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文文献突现词图谱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代表某一关键词的突现强度ꎬ“ｂｅｇｉｎ”和“ｅｎｄ”分别代表该关键词突现的起始和结束年份

图 ６　 英文文献突现词图谱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化背景下人类活动的加剧也会对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重大挑战ꎮ 同时ꎬ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计量学

分析ꎬ水资源、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资源环境系统关键词在已有研究中具有较高频次ꎬ因此ꎬ选择与天山北坡

经济带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ꎬ对城镇化与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深入阐述ꎮ
２.１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水资源的关系研究

水资源是城镇化最基础的供给要素ꎬ城镇化也对水资源产生多种影响ꎮ 城镇化与水资源关系的动态平

衡ꎬ既要求水资源足以承载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ꎬ又要求城市发展不断降低对水资源的负面

影响ꎬ最终促进城镇化与水资源的良性互动[１０—１２]ꎮ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与水资源关系备受关注ꎬ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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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天山北坡经济带水资源供应对城市工农业生产活动、城镇体系结构、城市扩张速度与规模等施以

重要影响[１３—１５]ꎬ这种影响在干旱缺水型城市往往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胁迫力ꎬ但胁迫力会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

升及水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而发生改变ꎮ 从时间尺度的研究上看ꎬ天山北坡经济带水资

源对城镇化发展的胁迫力表现为倒 Ｕ 形趋势ꎬ总体经历了较强胁迫—强胁迫—较弱胁迫的演化过程[１６]ꎮ 从

空间尺度的研究上看ꎬ水资源对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胁迫作用存在差异ꎮ 例如ꎬ相关研究发现大城市水资源

供应日益紧缺ꎬ但较为发达的经济与技术创新水平助推其用水效率较高ꎻ中等城市面临水资源供应充足与用

水效率低的矛盾ꎻ小城市供水能力相较充裕且用水效率较高ꎬ使得城镇化发展受水资源限制相对较少ꎻ小城镇

却同时面临供水量低与用水效率低的双重困境ꎬ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尤为突出[１３]ꎮ 从水资源约束下

的城镇化适用模式研究上看ꎬ学者们认为各城市应依据现存水资源量而采取不同的城镇化速度ꎬ通过城镇化

速度的优化调整以及城镇化质量的提升ꎬ逐步减弱水资源的胁迫效应[１７—１８]ꎮ
另一方面ꎬ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快速城镇化也对水资源产生深刻影响ꎬ并伴随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提升ꎬ逐

步由负向转为正向影响效应ꎮ 在负向效应方面ꎬ由于绿洲城镇主要依赖出山径流量ꎬ城镇化背景下的水资源

大规模开发利用会加剧对水资源配置、水资源承载、水资源适宜性和水资源效益的不利影响ꎬ从而强化水资源

的脆弱性与稀缺性[１９—２１]ꎮ 具体来看ꎬ城镇化发展导致以工业为代表的各类产业和居民用水需求大幅提升ꎬ稀
缺的地表水资源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水资源利用率ꎬ衍生出水资源浪费、水环境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和地面

沉降等问题ꎬ从而降低水资源利用效益[２２]ꎮ 同时ꎬ部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开发已形成一定规模ꎬ即
将突破现有水资源承载力ꎬ其中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和石河子等城市已面临严重的水资源供需矛盾ꎬ亟需合

理协调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关系且遵循区域异质性[２３]ꎮ 在正向效应方面ꎬ伴随城镇化水平及相应发展模式

的优化ꎬ其在加大水资源需求量的同时ꎬ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水技术开发、水利设施建设、资源管理政策引

导等路径提升水资源供应量与利用效率ꎬ从而促进区域水资源综合效益的改善[２４]ꎮ
近年来ꎬ为进一步明确城镇化与水资源的互动关系、判断其发展态势ꎬ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城镇化发展评

价指数和水资源利用评价指数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ꎬ多数研究认为ꎬ多年来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发展

和水资源利用水平呈现共同提升态势ꎬ且逐步良性协调发展[２４—２６]ꎮ 例如ꎬ傅茜等[２７] 将“城市用水普及率”、
“地下水供应量”、“水资源超采量”等水资源指标融入绿洲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ꎬ探讨城镇化质量与

规模的协调性情况ꎬ发现天山北坡经济带总体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ꎬ且昌吉回族自治州极度协调ꎬ进一步表明

区域城镇化与水资源关系有所缓和ꎮ 但也有学者指出受绿洲水资源有限性影响ꎬ城镇化与水资源耦合度高值

区集中在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天山北坡中部地区ꎬ多数城镇在未来较长时段内处于协调发展的低值状态[７]ꎮ
２.２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土地资源的关系研究

土地资源承载城镇化进程中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ꎬ通过城市用地扩张来推动城镇化发展[２８]ꎬ但土地资源

的有限性决定其无法持续满足城市“摊大饼式”冒进扩张[２９]ꎻ同时ꎬ城镇化发展也会对土地利用类型与结构、
土地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等土地资源要素产生深刻影响[３０—３１]ꎮ

关于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研究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资源对其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约束效应ꎮ 该区域土地

面积广阔ꎬ但城镇发展需以绿洲为载体ꎬ而绿洲大多被沙漠与戈壁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ꎮ 由于绿洲土

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分散性以及土地开发利用的敏感性ꎬ城镇化的大规模集聚受到了极大限制[２５]ꎮ 因此ꎬ与我

国其他区域的土地城镇化进程相比ꎬ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建设用地扩张幅度相对较弱ꎬ总体呈现规模偏小、空间

分散的绿洲城镇体系[７]ꎮ 然而ꎬ伴随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ꎬ各类水利基础设施与区域调水

工程推动了人工绿洲的建设与发展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资源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３２]ꎮ
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快速扩张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ꎬ并深刻影响土地

资源效益与承载力、土地利用功能与适宜性[１９ꎬ ３３]ꎮ 首先ꎬ以建设用地扩张、生态用地锐减为表征的用地类型

变化是该区域城镇化对土地资源最直接的消极影响[８]ꎮ 城镇化发展通过对绿洲区域优质耕地、林地和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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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用与填充ꎬ导致地表植被覆盖度显著减少ꎬ从而快速压缩碳汇规模ꎬ而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背景下的能源开

发、工业发展、兵团建设与居民生活导致碳源规模逐步扩大ꎬ最终产生土地利用高碳排放量ꎬ危及区域土地资

源效益[３４]ꎮ 近年来ꎬ天山北坡的土地城镇化速度相对减缓ꎬ滞后于经济城镇化ꎬ但仍领先于人口城镇化ꎬ需要

进一步协调人地关系、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３５]ꎮ 其次ꎬ城镇化发展也会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土地资源产生积

极影响ꎮ 快速城镇化有助于逐步形成并发挥城市土地利用多样性功能ꎬ各类城市用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实现

权衡与协同机制ꎬ从而对土地资源产生正向推动作用ꎻ例如ꎬ当前乌鲁木齐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

用地大致处于 ７３％的协调水平ꎬ土地资源效益呈现良好提升趋势[３６]ꎮ
此外ꎬ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也得到关注[２５ꎬ ３７]ꎮ 部分学者认

为天山北坡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ꎬ导致大部分城市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

协调关系不相匹配ꎬ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３８]ꎻ也有学者认为耦合协调度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天山北

坡的东疆地区ꎬ即吐鲁番和哈密ꎬ以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北疆地区略有提升[３９]ꎮ
２.３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等要素的交换与流动ꎬ形成相互作用与制约的耗散结构[４０]ꎮ 以

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具有约束与承载效应[４１]ꎻ同时ꎬ城镇化发展也

对生态环境具有胁迫与促进效应[４２—４３]ꎮ
天山北坡经济带在常年干旱缺水、绿洲土地资源有限的基础上ꎬ还具有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ꎮ 一方面ꎬ以

草地、林地和耕地为代表的生态用地承载力不断下降ꎬ导致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加剧[４４—４５]ꎻ当然也

可通过优化城镇化与工业化空间布局、加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打造循环经济型城市等途径来削弱其限制作

用[４６]ꎮ 另一方面ꎬ快速城镇化推动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大幅增长ꎬ从而深刻影响生态环境质量ꎮ 城市人口密度

增加和城市土地复垦使得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接触面不断扩大ꎬ从而造成绿地结构破碎与本土生

物多样性锐减ꎬ且伴随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固废污染等环境问题ꎬ进一步恶化生态系统、加剧生态

风险[４７—４８]ꎮ 然而ꎬ也有研究表明当城镇化发展跨越门槛迈入高水平阶段时ꎬ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由负

向转为正向效应ꎬ表现为环境库兹涅茨倒 Ｕ 型曲线关系[４９]ꎮ
较多学者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或动态计量分析ꎬ深入剖析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

系[５０—５１]ꎮ 部分学者认为囿于先天不足的自然资源条件ꎬ天山北坡生态环境质量滞后于城镇化水平ꎬ而在各项

宏观政策与规划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背景下ꎬ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ꎬ但总体水平不

高[５２—５３]ꎻ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尚未形成交互胁迫与相互促进的耦合协调

状态ꎬ较为粗放的资源能源利用结构和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严重[５４]ꎮ 此外ꎬ还有研究

认为耦合协调度模型存在局限性ꎬ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系统间内生关系ꎬ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受

到生态环境制约ꎬ但生态环境主要受其自身发展惯性的影响ꎬ这可能源于天山北坡自然环境的特殊性[５５]ꎮ
同时ꎬ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路径也得到广泛关注ꎮ 诸如ꎬ张静等[５６]提出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ꎬ大力推动集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可持续于一体的新型工业化进程ꎻ王亚菲等[５７]提出应结合区域

自然与人文地理优势ꎬ走绿色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道路ꎻＳｈｉ Ｌ 等[５８]指出可加快区域生态廊道建设ꎬ在乌鲁木

齐、克拉玛依、昌吉、吐鲁番等城市构成密集的空间分布格局ꎬ从而减缓城市生态景观碎片化与孤立化态势ꎮ
此外ꎬ学界还从优化资源能源利用结构、强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加大绿洲与生态用水保护、提升技术创新与

政策扶持水平等角度提出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下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路径[５９—６０]ꎮ
综合来看ꎬ囿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ꎬ水资源是天山北坡经济带资源环境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ꎬ它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洲空间范围从而限定人类可利用的土地资源ꎬ而水土资源的自然演化以及人类活动对

两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则会深刻影响区域生态环境ꎮ 因此ꎬ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

环境三大要素的关系是紧密关联与相互依存的ꎬ需推动实现三大关系的共同协调发展ꎬ其中ꎬ城镇化与水资源

的关系尤为关键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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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上述梳理表明ꎬ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存在互动互馈关系(图 ７)ꎮ 一方面ꎬ由于位于

常年缺水的干旱区ꎬ资源环境系统会对城镇化产生极大的约束效应ꎬ但这种约束效应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

图 ７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互动机制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升发生转变ꎮ 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ꎬ经济、科技乃至思想观念的局限导致区域被动接受恶劣的资源环境状况ꎬ
资源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发展的限制作用显著ꎻ当城镇化迈入较高水平阶段时ꎬ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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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善会不断弱化资源环境系统的约束效应ꎬ更多发挥良性承载功能ꎮ 因此ꎬ总体上看ꎬ资源环

境系统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呈现倒 Ｕ 型趋势ꎮ 例如ꎬ聂春霞和秦春艳[１６]指出天山北坡城镇化率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５.８％提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９.９％ꎬ用水总量对城镇化率的胁迫强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为 ０.４１、０.６１ 和 ０.５３ꎬ当城镇化率达到 ７３％时ꎬ区域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水资源利用方式

改善ꎬ从而引导胁迫强度由上升转为下降ꎮ 另一方面ꎬ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系统也具有双向效应ꎮ 当城镇化水

平较低时ꎬ经济发展粗放低效、环保意识薄弱ꎬ城镇化不断加剧资源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与稀缺性ꎬ表现为负向

阻碍效应ꎻ当城镇化迈入较高水平阶段时ꎬ经济发展集约高效、环保意识显著ꎬ城镇化通过提升水资源利用效

率、激发土地功能多样性、强化环境修复和保护等路径ꎬ发挥对资源环境系统的正向促进效应ꎮ 因此ꎬ城镇化

对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效应大致呈现 Ｕ 型趋势ꎮ 任春艳等[４９]以乌鲁木齐为例ꎬ发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区域城镇

化发展与大气环境质量之间呈 Ｕ 型演化关系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ꎬ但尚未明确其拐点值ꎮ 此外ꎬ研
究普遍认为时下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偏低ꎬ王爱辉等[６１] 指出区域城

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仅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０.５７１ 波动提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５９３ꎬ除乌鲁

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等个别城市外ꎬ总体处于勉强协调阶段ꎮ 这与我国其他区域多年来耦合协调度显著提

升的发展态势不相吻合ꎬ需加强关注与施策ꎮ
同时ꎬ１９９５—２０２２ 年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研究与该时段的宏观政策和规划

引导紧密相关ꎮ 通过梳理新疆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历次五年规划(图 ８)ꎬ发现在城镇化发展主题上ꎬ早期规划

尚未明确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相关主题ꎬ中期转为协调城乡关系ꎬ近期则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基础上ꎬ强调走可持

续发展、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ꎮ 其中ꎬ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思想与

相关研究内容非常吻合:２０１０ 年以来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较多关注ꎬ学者们多从可持续发展的

评价体系构建[６２]、时空格局描述[６３]、影响因素分析[６４]、对策路径探讨[６５] 等方面开展研究ꎻ２０１７ 年以来城镇

化进程的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相继出现ꎬ并在绿色生产评估[６６]、产业绿色发展路径[６７]、高质量发展分

析[６８]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而三大发展观均体现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生ꎬ既能为实现城镇化

与资源环境系统质量的共同提升指明方向ꎬ也将引导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ꎮ

图 ８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发展主题与方向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资源来源于新疆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至十四五规划

因此ꎬ基于现有研究ꎬ当前天山北坡经济带同时面临资源环境系统约束和城镇化发展的双重压力ꎬ可能将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处于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颉颃发展阶段ꎬ由此映射出中国西北内陆地区普遍存在的

“双压力型”干旱区绿洲城镇化发展特征ꎬ这需要不断优化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和强化对资源环境系统的高效

利用与合理保护[６９]ꎮ 结合该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约束效应曲线和城镇化影响效应曲线特征以及近期五年规划

要求ꎬ应加快形成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模式ꎬ通过发挥城镇化高水平城市对中低水平城市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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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辐射带动效应和资源环境系统承载适宜城市对超载城市的调配机制[７０—７１]ꎬ引导各城市顺利跨过两大曲线

拐点ꎬ最终实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可持续健康发展ꎮ

４　 结论与展望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化发展以绿洲为空间载体ꎬ受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巨大ꎬ其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

统的关系一直受到较多关注ꎮ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国内研究转向国际期刊发

表ꎬ表明该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ꎻ国内外期刊对该问题的关注点有所差别ꎬ国内期刊侧重城镇化的生

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ꎬ国际期刊注重将城镇化的水土资源利用置于气候变化背景下讨论ꎬ但城镇化过程中

的水资源问题受到二者的普遍关注ꎬ且近期均不断加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ꎮ
通过对三个重点领域的文献梳理发现ꎬ相关研究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认知较为一

致ꎬ即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效应呈现 Ｕ 型趋势ꎬ资源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呈现倒 Ｕ 型趋

势ꎮ 这一规律与国内外其他区域的研究基本一致ꎬ但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ꎬ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

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偏低ꎬ需要给与更多关注ꎮ
总体上看ꎬ当前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研究处于探索性阶段ꎬ仍存在发文总量偏少、

研究机构地域性较强、国内外机构合作不足等问题ꎬ在研究区域综合性、研究方法多元性、研究内容系统性等

领域还存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未来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重点研究ꎮ
(１)多尺度空间嵌套与区域异质性分析ꎮ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研究应着眼于从宏观到微观的连

续空间尺度ꎮ 目前多以新疆全域或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重点城市为对象ꎬ进而挖掘或反映天山北坡经济带

的相关情况ꎬ但对其本身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不足ꎮ 未来应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主体ꎬ从经济带、城市群、
都市圈 /区、城市 /区县等尺度ꎬ开展跨区域交叉研究ꎬ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系统间关系的区域异质性[７２—７３]ꎬ并
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绿色发展路径ꎮ

(２)多源数据库构建与多元化方法创新ꎮ 目前多基于熵权法、生态足迹模型、耦合协调度等定量方法ꎬ或
基于实地考察、问卷调研等定性方法ꎬ且主要依赖统计数据ꎬ从而难以有效支撑对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

的全面分析ꎮ 未来应把握第三次新疆科考的重要契机ꎬ一方面构建由统计数据、栅格数据、网络大数据、调查

数据等组成的多源信息数据集ꎬ另一方面推动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交叉融合ꎬ实
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技术创新ꎮ

(３)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格局￣过程￣机理剖析ꎮ 城镇化进程由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

与社会城镇化等多维度组成ꎬ资源环境系统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多要素构成ꎮ 由于时空尺度的多

维性与内在机制的复杂性ꎬ当前少有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时空格局、演化

规律与作用机制分析ꎮ 未来应重点研究各要素的时空异质性与关联性ꎬ剖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机理ꎬ
并持续关注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发展ꎮ

(４)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优化路径解析ꎮ 目前关于区域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关系的优化对策或路

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ꎬ尚未充分考虑当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征ꎮ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受到资源开发

驱动、兵地融合驱动、对口支援带动和民族团结促动的综合影响ꎬ加之资源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与复杂性ꎬ要求

二者的协调发展对策应具有较强的地域内涵ꎮ 未来应紧贴区域特征与目标要求ꎬ以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与绿

色发展为主题ꎬ集成多尺度与多维度的资源环境优化路径ꎮ
(５)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发展模式研判ꎮ 国土空间规划是调控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依据和重要指南ꎮ 为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共生ꎬ必须全面把握其国土空间规

划ꎮ 在全疆新型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引领地带的发展定位下ꎬ该区域如何协调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

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关系ꎬ如何平衡城镇化进程中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发展格局[７４—７５]ꎬ都应开

展深入研究ꎬ从而立足于更高站位ꎬ研判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的城镇化高质高效发展模式ꎮ

７１８７　 １８ 期 　 　 　 王柯文　 等: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方创琳ꎬ 周成虎ꎬ 顾朝林ꎬ 陈利顶ꎬ 李双成.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 地理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１(４): ５３１￣５５０.

[ ２ ] 　 马海涛ꎬ 刘海猛ꎬ 张芳芳. 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评述. 世界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５): ６０￣７０.
[ ３ ] 　 陆大道ꎬ 陈明星.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 地理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７０(２): １７９￣１８５.
[ ４ ] 　 方创琳.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 ５ ] 　 方创琳.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８(１): １３￣２２.
[ ６ ] 　 向秀容ꎬ 潘韬ꎬ 吴绍洪ꎬ 刘卫东ꎬ 马丽ꎬ 王晓峰ꎬ 尹云鹤ꎬ 李静. 基于生态足迹的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承载力评价与预测.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５(５): ８７５￣８８４.
[ ７ ] 　 董雯ꎬ 杨宇ꎬ 张豫芳. 绿洲城镇发展与水土资源开发的耦合效应及其时空分异. 资源科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５(７): １３５５￣１３６２.
[ ８ ] 　 方创琳ꎬ 高倩ꎬ 张小雷ꎬ 程卫国. 城市群扩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例.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９(９): １４１３￣１４２４.
[ ９ ] 　 张军民ꎬ 荣城ꎬ 马玉香. 新疆城镇化绿色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因子探究.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５(１): ２５１￣２６２.
[１０] 　 Ｍｉｒｃｈｉ Ａꎬ Ｍａｄａｎｉ Ｋꎬ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Ｄ Ｊｒꎬ Ａｈｍａｄ 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６(９): ２４２１￣２４４２.
[１１] 　 曹祺文ꎬ 鲍超ꎬ 顾朝林ꎬ 管卫华. 基于水资源约束的中国城镇化 ＳＤ 模型与模拟.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８(１): １６７￣１８０.
[１２] 　 Ｌｉ Ｗ Ｆꎬ Ｈａｉ Ｘꎬ Ｈａｎ Ｌ Ｊꎬ Ｍａｏ Ｊ Ｑꎬ Ｔｉａｎ Ｍ Ｍ. Ｄｏｅ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ｇａ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４４: ｅ１１８５９２.
[１３] 　 张小雷ꎬ 雷军. 水土资源约束下的新疆城镇体系结构演进. 科学通报ꎬ ２００６ꎬ ５１(Ｓ１): １４８￣１５５.
[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Ｘ Ｌꎬ Ｌｅｉ Ｊ.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０６ꎬ ５１

(１): １７９￣１８８.
[１５] 　 夏富强ꎬ 唐宏ꎬ 杨德刚ꎬ 汪菲ꎬ 张文彪. 绿洲城市水资源压力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乌鲁木齐为例.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７(２):

３８０￣３８７.
[１６] 　 聂春霞ꎬ 秦春艳. 天山北坡城市群水资源对城镇化的胁迫力研究. 人民黄河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２(１): ５７￣６２.
[１７] 　 聂春霞ꎬ 刘晏良. 水资源约束下的新疆城市化过程预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６(６): １９３￣１９７.
[１８] 　 热孜娅阿曼ꎬ 方创琳.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量水发展模式研究———以新疆为例. 生态经济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７(３): １７７￣１８６.
[１９] 　 杨宇ꎬ 刘毅ꎬ 金凤君ꎬ 董雯ꎬ 李莉. 天山北坡城镇化进程中的水土资源效益及其时空分异.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１(７): １１８５￣１１９８.
[２０] 　 邓铭江ꎬ 李湘权ꎬ 郑永良ꎬ 章毅ꎬ 郝福良ꎬ 梁立功. 奎屯河流域“金三角”地区工业及城镇化发展未来的水资源配置分析.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５(４): ５２７￣５３６.
[２１] 　 Ｙｉｎ Ｑꎬ Ｔａｎｇ Ｈꎬ Ｒａｎ Ｒ Ｐꎬ Ｓｕｎ Ｚ 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ａｓｉｓ ｃ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６): １１１２￣１１２８.
[２２] 　 朱自安. 转型初期新疆绿洲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改善措施.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３(９): １８￣２３.
[２３] 　 王艳ꎬ 石荣媛ꎬ 乔长录.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水土保持通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５): ２０６￣２１２ꎬ ２１９.
[２４] 　 底阳阳ꎬ 张鹏程ꎬ 喻晓玲. 干旱区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协调性分析———以新疆为例.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３): ３４２￣

３４６ꎬ ４０７.
[２５] 　 Ｌｅｉ Ｊꎬ Ｄｏｎｇ Ｗ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Ｌｕ Ｊꎬ Ｓｔｅｒｒ 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ａｓ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２): ２２１￣２２９.
[２６] 　 热孜娅阿曼ꎬ 方创琳ꎬ 赵瑞东. 干旱区城镇化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耦合协调研究. 人民黄河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４(４): ６７￣７３.
[２７] 　 傅茜ꎬ 杨德刚ꎬ 张新焕ꎬ 尹晶晶. 新疆绿洲城市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调性空间格局.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２(５): ６３５￣６４３.
[２８] 　 王洋ꎬ 王少剑ꎬ 秦静. 中国城市土地城市化水平与进程的空间评价.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３(１２): ２２２８￣２２３８.
[２９] 　 郑宇ꎬ 冯德显. 城市化进程中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１(３): ２２３￣２２９.
[３０] 　 张祚ꎬ 周敏ꎬ 金贵ꎬ 刘艳中ꎬ 罗翔.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２):

６５￣７５.
[３１] 　 黄天能ꎬ 张云兰.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生态环境响应———以桂西资源富集区为例.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１(１): ３４８￣３５９.
[３２] 　 韩春鲜ꎬ 熊黑钢. 天山北坡东部人工绿洲开发与环境的关系及持续发展探讨.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１(１１): ４８￣５３.
[３３] 　 韩丹杰ꎬ 杜宏茹. 新疆建设用地适宜性分析及空间配置优化策略.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９(４): １２２￣１２６.
[３４] 　 张茹倩ꎬ 李鹏辉ꎬ 徐丽萍. 城镇化对新疆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２(１３): ５２２６￣５２４２.
[３５] 　 许雪爽ꎬ 包安明ꎬ 常存ꎬ 张鹏飞. 新疆重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人地配置协调性分析. 经济地理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１０): ９２￣９９.
[３６] 　 Ｘｕｅ Ｍ Ｑꎬ Ｗａｎｇ Ｈ Ｗꎬ Ｗｅｉ Ｙ Ｍꎬ Ｍａ Ｃꎬ Ｙｉｎ Ｙ 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ｚｏ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４(１５): ｅ９２８５.
[３７] 　 郑飞ꎬ 刘光远ꎬ 刘志有. 新疆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耦合关系. 水土保持研究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５): ２５１￣２５６.
[３８] 　 李平光ꎬ 李松ꎬ 郭路明ꎬ 刘晨ꎬ 綦群高. 新疆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浙江农业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６(６): １６８８￣１６９５.
[３９] 　 李松ꎬ 张小雷ꎬ 李寿山ꎬ 杜宏茹. 新疆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和谐度及时空分异.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３): ２３￣３０.

８１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０]　 孙平军ꎬ 修春亮ꎬ 张天娇. 熵变视角的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判别.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３): ８７５￣８８２.
[４１] 　 陈晓红ꎬ 周宏浩.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图谱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９): １１７１￣１１８５.
[４２] 　 孙心亮ꎬ 方创琳. 干旱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及应用———以河西地区城市化过程为例.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９( ５):

６６８￣６７４.
[４３] 　 淳阳ꎬ 朱晚秋ꎬ 潘洪义ꎬ 周介铭. 重心转移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时空差异及其耦合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

与环境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２): ３０６￣３１７.
[４４] 　 赵万羽ꎬ 李建龙ꎬ 陈亚宁. 天山北坡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以阜康市为例.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８(９): ４３６３￣４３７１.
[４５] 　 魏晓婕ꎬ 杨德刚ꎬ 乔旭宁ꎬ 张进英. 干旱区绿洲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以乌鲁木齐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２(１１):

１０１￣１０７.
[４６] 　 邹广迅ꎬ 李彦武ꎬ 李小敏. 天山北坡经济带城市发展与环境风险的防范研究. 环境工程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Ｓ１): ７３３￣７３６.
[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Ｚ Ｐꎬ Ｘｉａ Ｆ Ｑꎬ Ｙａｎｇ Ｄ 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Ｆꎬ Ｃａｉ Ｔ Ｙꎬ Ｗｕ Ｒ 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１７): ｅ４６６６.
[４８] 　 Ｌｉ Ｐ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Ｒ Ｑꎬ Ｘｕ Ｌ Ｐ.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ｒｕｍｑ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３１: ｅ１０８１１７.
[４９] 　 任春艳ꎬ 吴殿廷ꎬ 董锁成ꎬ 王红强. 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空气质量变化关系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０５ꎬ ４１(２): ２０４￣２０８.
[５０] 　 王长建ꎬ 张小雷ꎬ 杜宏茹ꎬ 汪菲. 近 ３０ａ 新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中国沙漠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２(６): １７９４￣１８０２.
[５１] 　 冯霞. 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分析.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５(３): １２３￣１２７.
[５２] 　 赵学鹏ꎬ 孜比布拉司马义ꎬ 盛永财. 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０

(６): ８３１￣８３８.
[５３] 　 图尔荪阿依如孜ꎬ 阿里木江卡斯木ꎬ 高鹏文ꎬ 赵禾苗ꎬ 哈力木拉提阿布来提. 多源数据融合下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测绘通报ꎬ ２０２１(２): １￣６ꎬ １７.
[５４] 　 王长建ꎬ 张小雷ꎬ 杜宏茹ꎬ 汪菲ꎬ 张新林ꎬ 倪天麒.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计量分析———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７(３): ６０９￣６１９.
[５５] 　 Ｚｈａｎｇ Ｊ Ｊꎬ Ｚｈｏｕ Ｑꎬ Ｃａｏ Ｍꎬ Ｌｉｕ Ｈ.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ａｓｉｓ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ＳＥＩ: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２ꎬ １４(１５): ｅ９２２７.
[５６] 　 张静ꎬ 崔东ꎬ 高倩. 新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５(６): ２７￣３０ꎬ ７０.
[５７] 　 王亚菲ꎬ 瓦哈甫哈力克ꎬ 王芳ꎬ 王新芸. 基于耦合模型的新疆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

科学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１(２): １￣７.
[５８] 　 Ｓｈｉ Ｌꎬ Ｈａｌｉｋ Üꎬ Ｍａｍａｔ Ｚꎬ Ａｉｓｈａｎ Ｔꎬ Ａｂｌｉｚ Ａꎬ Ｗｅｌｐ Ｍ.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ｅｒｃ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２(１４): ４１０５￣４１２０.
[５９] 　 聂春霞ꎬ 刘晏良ꎬ 甘昶春. 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生态预警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２(３): ３７９￣３８５.
[６０] 　 刘国锋ꎬ 冶建明ꎬ 琚望静ꎬ 楚光明. 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新疆为例.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７(７): ８００￣８０６.
[６１] 　 王爱辉ꎬ 刘晓燕ꎬ 龙海丽. 天山北坡城市群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１１): ６￣１１.
[６２] 　 任占峰ꎬ 李豫新. 新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科技进步与对策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８(１４): １２６￣１２９.
[６３] 　 熊传合ꎬ 杨德刚ꎬ 张新焕ꎬ 唐宏. 新疆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空间格局.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１０): ３４２８￣３４３６.
[６４] 　 Ｙａｎｇ Ｌꎬ Ｍａ Ｚ Ｌꎬ Ｍａ Ｍ Ｄꎬ Ｘｕ Ｙ.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ｏｍ: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２ꎬ ９: ｅ８３８８５２.
[６５] 　 李光明ꎬ 邓杰. 产业支撑、生态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乌鲁木齐为例.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９(４): ８６８￣８７６.
[６６] 　 Ｌｉ Ｄ Ｓꎬ Ｗｕ Ｒ Ｗ.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０(２): ｅ５１５.
[６７] 　 谢明辉ꎬ 白卫南ꎬ 白璐ꎬ 卢庆治ꎬ 乔琦. 天山北坡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政策建议研究. 中国工程科学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９(４): ７９￣８７.
[６８] 　 杜宏茹ꎬ 唐钰婷ꎬ 张紫芸. 新疆干旱区城镇化的地域特征及其高质量发展路径. 经济地理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１(１０): ２００￣２０６.
[６９] 　 张丽芳ꎬ 方创琳ꎬ 高倩. 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景观时空扩张过程及多情景模拟.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１(４): １２６７￣１２７９.
[７０] 　 方创琳. 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与空间布局.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２(１): １￣１１.
[７１] 　 热孜娅阿曼ꎬ 方创琳ꎬ 赵瑞东. 新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９(７): １５７６￣１５８５.
[７２] 　 Ｍａ Ｈ 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２ꎬ ３２(１１): ２１７０￣２１８８.
[７３] 　 Ｍａ Ｈ Ｔꎬ Ｓｕｎ Ｚ.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０(１１):１７６１￣１７８０.
[７４] 　 王向东ꎬ 王康龙ꎬ 单娜娜ꎬ 沈孝强.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新疆国土空间综合发展区划. 经济地理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１１): １７６￣１８５.
[７５] 　 邓铭江. 天山北坡经济带“三生空间”发展格局与智能水网体系建设. 干旱区地理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３(５): １１５５￣１１６８.

９１８７　 １８ 期 　 　 　 王柯文　 等: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关系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