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新疆绿洲城市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安全评价 

一、提名单位（专家）意见 

该项目符合科技进步奖条件，同意申报 2023 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二、项目简介 

“一带一路”新疆绿洲城市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安全评价项目整合了城市地

理学、景观生态学、环境学等理论，以及遥感技术、统计分析、数学建模等方法，

旨在深入探讨绿洲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现状、演变规律和健康风险。该项目涵盖

城市景观格局与生态安全研究： 

①该部分利用遥感数据、统计分析和数学建模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新

疆绿洲城镇的景观格局、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特征，以及生态安全敏感性。通过多

源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城镇景观格局信息，分析城镇空间扩展动态变化，探讨城镇

空间的结构形态和演变机理。结合敏感性指数和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综合评价研

究区生态安全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从而确定生态红线范围。通过构建

城市用地和生态安全耦合模型，为城镇景观空间布局和区域生态安全管理提供科

 



利用空间发展模式。 

该项目通过综合不同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了对绿洲城市生态系统环境的

全面监测与管理策略的研究。项目的受众可以包括广大社会公众、城市规划和环

保从业人员，以及对环境和健康问题感兴趣的个人。创新手法包括遥感技术的应

用、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以及生态评估模型的构建。项目内容涵盖了城市景观

格局、生态安全等多个方面，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提升了社会对绿洲城市生态

系统的认知。 

在本项目的依托下发表核心论文 69 篇，SCI4 篇，专著一部，总引用次数 500

余次，可方便同行开展跟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三、推广应用情况 

1.项目生产研发情况： 

通过项目的推进，将部分成果投入到北京维思德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很好的

在生境质量评估、空间国土规划和生态修复等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利用

数据分析和模型应用等方法，研究成果顺利转化为实际项目，在决策支持和工具

开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仅扩展了研究的应用领域，还为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实际支持。 

2.项目推广应用情况： 

首先，在本项目开展同时，对新疆各地级市进行考察，与相关部门进行座谈

10 余次，对产业园区调研，以通过野外调查 300 余次，完成“水土气生与人居

环境”的各项实验，发布问查调卷 2 万余份。其次该项目的成功应用于新疆全维

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解译方法，展示了新型人工智能分类技

术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价值。引入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解译过程的自动

化，大幅提升了效率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为该公司培养了 10 人专业技术人员，

其次，推动北京维思德科技有限公司竞标成功 3 项，这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为企

业提供了更深入的数据洞察力，增强了战略决策能力。通过技术升级和创新，该

公司在行业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

基础。这个案例凸显了项目成果在企业应用中的积极影响，推动了企业的创新发

展和技术升级。 

3.项目推广应用前景： 

该项目不仅在生境质量评估、空间国土规划和生态修复等项目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持，而且在水生态保护红线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建立新型城镇

景观与生态评估模型，进而促进了新疆干旱区湖泊环境与资源实验室的发展。在

支持下获得国家地区基金 3 项，提升了实验室在湖泊环境与资源领域的影响力。

项目的成果有助于推动实验室进一步发展，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支



持。同时，通过项目的进行，学术产出取得显著成果。已发表 60 篇涵盖 SCI、

EI、核心期刊等不同级别的论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

不仅扩展了学术视野，还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支持，为未来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通过技术支持促进项目实际落地、新型技术在企业应用中的推广、

对实验室发展的推动以及丰富的学术产出，这个项目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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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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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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的方法研究了城市空间变化引起的土壤、大气的生态环境效应，最后分

析了影响城市空间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结果表明：在过去 20 多年里，三座

城市不透水面迅速增加，裸地和耕地不断减少。乌鲁木齐市和石河子市建成区表

土磁性整体和局部的增强，其与工业和交通活动密切相关，表土磁性载体主要是

多畴亚铁磁性和少量不完全反铁磁性矿物。乌鲁木齐市城区大气环境污染主要是

“煤烟型”污染，大气中 PM10、SO2 浓度空间分布呈现市南区和市中区逐步降低，

市北区递增的趋势。城南 NO2 浓度不断增加的趋势。三座绿洲城市的热岛效应

并不显著，地表温度与裸地分布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区的冷岛效应不

断增强。本项目对系统研究空间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人地关系有一定的贡献，特

别是引入相关学科的微观实验方法，为更好研究城市复杂问题提供了参考。其发

表著作 1 部，对创新点 2 和 3 做出了贡献，发表论文 2 余篇。 

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认同提名

书所填全部内容及附件材料内容，同意本人及其他主要完成人员的排名顺序。 

3.姓名：麦麦提吐尔逊·艾则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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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贡献： 

针对绿洲城市土壤、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风险防控的现实需求，系统分析了

绿洲城市土壤、灰尘重金属含量特征、空间分布规律、来源以及污染风险预警与

调控机理。采用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模型与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分

析了研究区重金属的空间分布格局。利用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了研究区重金属

空间自相关模式。根据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结果，结合绿洲土壤、灰尘重金



属来源以及绿洲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特点，通过实地实验研究，探寻了绿洲土

壤、地表灰尘中重金属污染调控机理，为城市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

据与技术支撑，对创新点 4 做出了主要贡献。 

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认同提名

书所填全部内容及附件材料内容，同意本人及其他主要完成人员的排名顺序。 

4.姓名：杨涵 

排名：第四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副教授 

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贡献： 

本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研究中心主要成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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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61043）的主要成

员。采用多源遥感、GIS 技术和相关统计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城市用地扩展及动

态变化的空间格局。发表论文 10 余篇，对创新点 5 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0%，认同提名

书所填全部内容及附件材料内容，同意本人及其他主要完成人员的排名顺序。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1.本单位角色： 

本项目由新疆师范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承担，负责项目的整体设计、实施、

数据采集和分析等任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具备强大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整合

了城市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2.主要贡献： 

在本项目中首先我们提供实验环境，为“一带一路”新疆绿洲城镇的景观格局、

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特征，以及生态安全敏感性提供平台。其次，我们鼓励相关部

门及学生申报相关的比赛及创新项目，利用该项目中的新手段，新方法探讨城镇

空间的结构形态和演变机理。同时，我们对研究结果积极宣传推广，将生态安全

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及确定生态红线范围提供提交相关部门，以期获得更多的

社会效益，此外，我们结合团队构建了城市用地和生态安全耦合模型，为城镇景

观空间布局和区域生态安全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持。 



3.认同提名书内容： 

我们完全认同提名书所填写的全部内容以及附件材料。提名书充分反映了我

们在项目中的角色、贡献和取得的成果。 

4.排名顺序同意： 

我们同意本单位及其他完成单位在项目中的排名顺序。根据我们在项目中的

主要贡献和角色，我们认为所提名的排名顺序是合理且准确的。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所有完成人同为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的教师，所属一个研究团

队，共同完成应用基础研究任务，以“一带一路”新疆绿洲城镇的景观格局、城

市用地空间扩展特征，以及生态安全敏感性为框架。通过多源遥感影像数据提取

城镇景观格局信息，分析城镇空间扩展动态变化，构建城市用地空间扩展变化与

生态安全格局间的耦合模型，阐明了干旱区城市扩展变化的一般机制及其影响。 

其中第一完成人阿里木江·卡斯木依据多年相关遥感信息，探究人类活动与

环境动态变化之间的关联特征系统，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效应的多因素互馈机理，

并寻求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及监测模型，

为整个项目提供了决策支持和统领作用，第二完成人陈学刚系统研究空间城市化

和生态环境的人地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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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完成人麦麦提吐尔逊·艾

则孜建立干旱地区土地利用模式及质量监测系统，形成干旱地区土地质量动态监

测模式，并提出土地利用分类及质量检测的新技术、新方法，城市环境保护与污

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第四完成人杨涵以绿洲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现

状，探究绿洲城市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现状，提出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模式。 

九、知情同意证明 

相关单位认同提名书所填全部内容及附件材料内容，并同意本单位及其他完

成单位的排名顺序。 

所列完成人同意成果用于此次报奖，同意成果获奖人员排列顺序。相关成果

此次报奖之前没有使用，同意以后也不再使用。 

对于未列入申报获奖人员的参与者、论文第一作者及合作者同意成果用于此

次报奖，同意不作为报奖完成人，相关成果此次报奖之前没有使用，同意以后也

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