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名称

“一带一路”新疆段城市空间扩展动态监测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二、提名单位意见

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提名该项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三、成果简介

以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过程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欠发达地区新疆段绿洲

城市为靶区，采用遥感、GIS 技术和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城市用地扩展及动

态变化的空间格局。对正确把握绿洲城市发展机制及时空分布规律，提高城市化

空间效率，指导生态环境建设，达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绿洲城

市社会 、经济、生态的协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内

容如下：

（1）对绿洲城市进行了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分析。新疆城市的发展依托于

绿洲且交通干线附近往往形成相对集中的城镇；南北疆城市在扩展速度和强度上

存在明显的差异； 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空间结构有趋于松散化的趋势，城市

的空间结构不够合理。

（2）在城市景观类型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因素中，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快速

发展、产业结构与政策等人文因素是引起景观类型变化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而

自然因子对城市各景观类型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3）利用缓冲区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从自然环境、

城市交通、 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四个方面对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演变与空间扩展

机制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出绿洲城市空间扩展驱动机制的一般模式。

（4）运用数理方法，分析城市用地扩展及其与各类生态环境因素之间的关

系，并进行城市用地空间扩展变化对水资源、耕地资源、植被和农作物的影响的

效应评价。揭示了 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用地空间扩展变化与生态环境效应的

协调发展状况。

（5）利用 SD模型、BP 神经网络模型和生态约束模型,对喀什和库尔勒市进

行模拟预测。 喀什市的城市扩展对生态因子的影响较大，尤其是耕地的变化有

很大的影响。在理论上计算出了 2010-2030 年在生态约束下的城市扩展面积底限。



（6）探讨研究区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特征、演变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并且与

发达地区城市扩展规律的对比研究，从而提出更适合新疆段绿洲城市用地的土地

集约利用空间发展模式。

（7）应用环境磁学、土壤学、水文学、环境科学的方法研究了城市空间变

化引起的土壤、大气、地表径流水质以及植被生长特被生长特被生 长特被学䮤生生长特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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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完成人情况

（一）姓名：阿里木江·卡斯木

排名：第一

行政职务：副院长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持人，本人在建立“一带一路”新疆段城市用地空间分布信息数

据库的基础上，对研究区的城市扩展进行研究分析，同时探究城市景观格局演变

机制，并对城市空间扩展进行模拟预测，主要目的在于为绿洲城市扩展的研究提

供一定的数据支持和基础，更可为当地政府在规划城市发展的同时提供一定的理

论支撑。本人作为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论文 33 篇，SCI 论文 3 篇，其中已上传

代表性论文 8篇。著有专著《绿洲城市扩展空间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一部。

（二）姓名：陈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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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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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天山北坡绿洲城市空间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项目以天山北坡典型绿

洲城市为研究区域，首先采用遥感技术监测了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

市不透水面的时空变化特征，其次应用环境磁学、土壤学、水文学、环境科学的

方法研究了城市空间变化引起的土壤、大气、雨水地表径流水质以及植被生长特

性的生态环境效应，再次从非空间角度分析了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的城市化过

程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最后分析了影响城市空间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三）姓名：杨涵

排名：第三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塔里木盆地城市用地空间扩展动态监测及模

拟研究》（编号：41361043）和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疆城

市景观格局演变及生态安全定量研究》编号：2014211A049。项目中主要做城市

景观格局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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