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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Landsat TM /ETM + 图像为主要的数据源，提取了土地利用 /覆被信息，利用单窗算法反演了地表

温度，结合渭库绿洲近几年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研究成果，分析了 2001 ～ 2013 年间渭库绿洲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及其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同时利用像元分解模型得出绿洲植被覆盖度，并分析了其与地表温度的关系。结果表明:

在 2001 ～ 2013 年的 12 年期间，渭库绿洲耕地的面积增加了 1588. 83 km2。水体、盐渍地、林地与其他土地类型的面

积减少了 2811. 47 km2，绿洲地表温度升高了 8. 4℃。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渭库绿洲土地

利用 /覆被变化改变了该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和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上研究区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与土

地利用 /覆被的空间变化格局存在明显的一致性。本文为渭库绿洲生态环境规划、农业生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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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地理景

观，它是维系干旱地区人类生存、活动与发展的基本

场所［1］。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渭库绿洲是

新疆主要的农业区和棉花基地。近些年来随着人口

的增长、经济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活动对绿洲土

地利用变化的干扰日益突出，使绿洲的自然环境和

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土壤盐渍化和

植被退化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2］。因此研究

渭库绿洲土地利用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有着重要

的意义。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绿洲生态保护形势，已有学

者利用遥感( ＲS) 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手段开

展了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

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成

果［3 － 10］。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渭库绿洲土

地利用 /覆被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驱动力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单一的研

究，很少从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与地表温度相结合的

方法来度探讨绿洲生态安全效应，对渭库绿洲地表

温度与植被覆盖度的相关研究也鲜为少见［11 － 14］。
本文以渭库绿洲为靶区，将绿洲 2001 ～ 2013 年间

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与 ＲS 和 GIS 技术相结合，利

用单窗算法反演了地表温度，分析了绿洲土地利用 /
覆被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探讨了绿洲地



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的相关性，为渭库绿洲生态环

境规划、农业生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渭库绿洲位于天山中部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

( 40°46' ～ 42°35' N，82°35' ～ 84°17' E) ，是一个

典型山前冲积扇平原绿洲，属阿克苏地区东端［15］

( 图 1) 。最高海拔高程为 4 550 m，最低海拔高程

922 m，该绿洲处暖温带，热量丰富，气候干燥，降水

稀少，夏季炎热，冬季干冷，年温差和日温差都很大，

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为典型的绿洲农业［16］。
该地区农作物以玉米( 15% ) 、棉花( 55% ) 为主，并

伴有 骆 驼 刺 ( Alhagi sparsifolia ) 、芦 苇 ( Phragmites
communis) 、等优良的防风固沙盐生灌丛，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由于境内地貌复杂，形成

明显的区域性气候差异。库车河发源于天山山脉木

孜塔格山，年径流量 3. 31 × 108 m3，6、7、8 月占总径

流量的 58. 4%，灌溉面积 153. 33 km2。渭干河发源

于天山南麓哈雷克群山和汗腾格里峰，年径流量

2. 25 × 109 m3，库车县按 39. 5% 分水，实际水量为

8. 87 × 108 m3，灌溉面积为 448. 4 km2。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选取的遥感影像分别是 2001 年 6 月 23
日、2013 年 6 月 25 日的美国陆地卫星 Landsat TM /
ETM + 影像，其分辨率均为 30m。图像进行预处理

的过程主要包括几何校正、辐射定标、图像裁剪镶

嵌、大气校正等。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Map of study area

2. 2 研究方法

2． 2． 1 分类系统的确定

根据绿洲遥感监测的目的，同时借鉴了相关学

者的研究结果［17 － 19］，对于土地利用 /覆被研究的基

础上，并结合野外实地考察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分类

标准( GB /T21010 － 2007) 以及新疆土壤盐渍化的分

级指标，将地物共分为 5 类，土地分类标准如表 1 所

示。本研究选用了监督分类方法中的最大似然法进

行分类。

表 1 渭库绿洲土地利用 /覆被分类体系及 TM /ETM +741 真彩色合成图像的解译标志
Tab． 1 The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interpretive marks on TM /ETM +741 true － color composite image of Weiku Oasis

编号 地类 影像 色调 特征说明 解释标志

A 耕地 较亮绿色 有农作物种植的土地 几何特征明显，分布面积大

B 林地 暗绿 /浅绿 生长乔木的林业用地 无规则分布

C 中轻度盐渍地 白色 盐分含量较高的土地 绿洲内部或边缘区域

D 水体 蓝色 天然水域、水利设施 自然弯曲，条带状

E 其他 黄色 戈壁、未利用地、建设用地 绿洲边缘板结且具有反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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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地表温度的遥感反演

基于 TM6 资料获取地表温度的算法有多种，本

文采用覃志豪等提出的单窗算法［20］。单窗算法有

较高的精度，在大气透射率、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和地

表比辐射率估计有中等程度误差的情况下，基于单

窗算法的地表温度反演误差约为 1. 2 K［21］。利用该

算法反演研究区的地表温度，信息源为 2001 年 6 月

23 日与 2013 年 6 月 25 日的 2 期 TM 影像的第 6 波

段以及第 3、4 波段［22］。地表温度 Ts ( K) :

Ts = { a( 1 －C －D) +［b( 1 －C +D) ］Tsensor －DTa} /C
( 1)

式( 1) 中: Ts 是地表温度( K) ; a 和 b 为常量，a = －
67. 355351，b = 0. 458606; Ta 是大气平均作用温度

( K) ，中纬度地区夏季的 Ta = 16. 0110 + 0. 92621T0，

T0 为近地面气温( K) ; C = τε，τ 是大气透射率，ε 是

地表比辐射率。
D = ( 1 － τ) ［1 + ( 1 － ε) τ］ ( 2)

τ 可以根据大气总水汽含量 ω ( g /cm2 ) 来估算，ε 可

以根据植被指数 NDVI 来估算:

τ =0. 974290 －0. 08007ω ( ω 落在 0. 4 ～1. 6g /cm2 之间)

( 3)

ε = εvPv + ( 1 － Pv ) εS ( 4)

εv 为植被比辐射率，εs 为裸土比辐射率，分别取值

为 0. 986 和 0. 970; Pv 为垂直植被覆盖度( 受土壤亮

度和大气的影响较小) ，可根据 NDVI 计算［23］。
Tsensor是在卫星高度上传感器探测波段范围内的

像元亮度温度( K) ，可利用下列式来求算:

Tsensor = K2 / ln ( 1 + K1 /L( λ) ) ( 5)

L ( λ) = Lmin( λ) +［Lmax( λ) － Lmin( λ) ］QDN /Qmax ( 6)

K1 和 K2 分别为卫星发射前预设的常量，L ( λ) 为传感

器所接收到的辐射强度; Lmax和 Lmin为传感器所接收

到的 最 大 和 最 小 辐 射 强 度，可 以 从 LandsatTM /
ETM + 数据头文件中获取; QDN为像元灰度值; Qmax

为最大灰度值;

2. 3 土地利用 /覆被分析模型

2. 3. 1 单一类型变化率模型

单一类型变化率模型［24］是考虑了在研究的时

间段内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其着重在于转

移的过程而并不是变化的结果，通过单一类型变化

率模型可以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程度，以

便于在不同种空间的尺度上去寻找土地利用的热点

区域［25］。其模型为:

Ｒi =
Ub － Ua

Ua
· 1

T·100% ( 7)

式中: Ｒi 为某一时段内 i 类型的变化率; Ua 和 Ub 为

该时段初期、末期 i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T 为时

间。
2． 3． 2 转移矩阵模型

转移矩阵模型［26］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各种土地

类型变化的结构特征和各种类型转移后的去向，对

渭库绿洲变化的驱动机制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转移矩阵为:

A =

A11 … Ai1

  
A1j … A









ij

( 8)

式中: i 和 j 为土地利用类型; Aij为类型 i 转化为类型

j 的面积，当 i = j 时，Aij 为 i 类型未发生转入转出的

面积。
2. 4 植被覆盖度估算模型

植被覆盖度可以定义为观测区域内植被垂直投

影面积占地表面积的百分比，是表征地表植被覆盖

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指示生态环境变化的重

要指标之一［27］。本研究采取像元分解模型［28］进行

估算，其模型的公式为:

VC = ( NDVI － NDVImin ) / ( NDVImax － NDVImin ( 9)

式中: VC 为 植 被 覆 盖 度，NDVI 由 预 先 处 理 好 的

2001 和 2013 年地表辐射率图像进行计算。

3 结果与分析

3. 1 土地利用 /覆被整体特征分析

利用上述方法在 ENVI 5. 1 软件中得出了渭库

绿洲 2001 年 6 月 23 日与 2013 年 6 月 25 日的土地

利用分类图( 图 2) 。本文采用监督分类方法中的最

大似然法，利用 Google Earth 软件、野外实地考察数

据以及研究区景观照片库等资料对两期影像进行精

度验证。两期影像分类后总精度分别是 91. 31 %和

95. 06 % ; 而分类后的 Kappa 系数分别是 0. 88 和

0. 93，满足研究的要求，从而为后期综合分析打下了

良好的数据基础。
根据图 2，综合考虑人为以及自然因素，同时利

用式( 7) 进行计算，得出渭库绿洲 2001 ～ 2013 年

间各期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面积统计表 2，可以看出

其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点。
从整体上看，渭库绿洲耕地面积增加迅速呈上

升的趋势，而水体、中轻度盐渍地、林地和其他用地

等 4 种自然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减少较为明显，总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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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面积为 2 811. 47 km2。因此可以看出，在 2001 ～
2013 年间，有大量自然土地利用类型转为人工土地

利用类型。
3. 2 土地利用 /覆被转移过程

在得到 2001 年和 2013 年两期土地覆盖分类图

的基础上，利用式( 8 ) 得到转移矩阵，如表 3 所示，

在转移矩阵中类列出了主要转移过程的面积转移

量。
通过转移矩阵可以看出: 12 年间渭库绿洲耕地

主要转出为林地，在此期间随着人口的增长，对耕地

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大，渭库绿洲进行了大面积的开

荒开垦种植，多种地类开始发生向其他地类的转移。
从 2001 年到 2013 年渭库绿洲水体主要转出类型为

耕地( 56. 55 km2 ) 、中轻度盐渍地( 39. 27 km2 ) 、林

图 2 渭库绿洲 2001 年和 2013 年土地利用分类图

Fig． 2 Land use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表 2 渭库绿洲 2001 ～ 2013 年各类用地的面积统计( 单位: km2 )
Tab． 2 Areas of different land use / cover types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Unit: km2 )

土地利用类型 2001 年面积 2013 年面积 总变化量 年变化率 / %

耕地 3095． 86 4684． 69 1588． 83 4． 28

水体 567． 51 340． 97 － 226． 54 － 3． 33

中轻度盐渍地 4468． 19 2592． 40 － 1875． 79 － 3． 89

林地 5590． 09 5440． 24 － 395． 77 － 0． 57

其他 2498． 68 2185． 31 － 313． 37 － 1． 05

表 3 渭库绿洲 2001 ～ 2013 年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单位: km2 )
Tab． 3 Transfer matrix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Unit: km2 )

转移矩阵
2001 年

耕地 水体 中轻度盐渍地 林地 其他
2013 年总计

耕地 2659． 09 56． 55 300． 16 1453． 29 211． 89 4680． 98

水体 3． 91 105． 66 129． 41 76． 95 24． 82 340． 75

2013 年 中轻度盐渍地 2． 88 39． 27 1721． 97 168． 88 653． 19 2586． 19

林地 428． 75 340． 62 1501． 95 2814． 83 345． 18 5431． 33

其他 1． 23 25． 42 814． 70 76． 04 1263． 61 2180． 99

2001 年总计 3095． 86 567． 51 4468． 19 5590． 09 2498． 68 16620． 33

变化面积 1585． 12 － 226． 76 － 2282． 01 － 158． 76 － 317． 69 4570． 34

变化百分比 / % 34． 68 － 4． 96 － 49． 93 － 3． 47 － 6． 95 2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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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340. 62 km2 ) 、其他( 25. 42 km2 ) ; 中轻度盐渍地

主要转出类型为耕地( 300. 16 km2 ) 、水体( 129. 41
km2 ) 、林地( 1501. 95 km2 ) 、其他( 814. 70 km2 ) ; 林

地 主 要 转 出 类 型 为 耕 地 ( 1453. 29 km2 ) 、水 体

( 76. 95 km2 ) 、中轻度盐渍地( 168. 88 km2 ) 、其他

( 76. 04 km2 ) ; 其 他 用 地 主 要 转 出 类 型 为 耕 地

( 211. 89 km2 ) 、水体( 24. 82 km2 ) 、中轻度盐渍地

( 653. 19 km2 ) 和 ( 345. 18 km2 ) 。四种土地利用类

型在总的趋势上来说有减少的趋势，其主要转出类

型为耕地。2001 年之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使得耕

地的需求增加，同时由于对经济作物的需求改变，大

面积的开荒开垦种植，使水体、中轻度盐渍地、林地

和其他用地类型被改造成为耕地，导致耕地面积的

增加。
3. 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地表温度的反演

利用上述公式得到 2001 年和 2013 年各土地利

用 /覆被类型的地表温度和标准差，如表 4 所示。根

据渭库绿洲统计年鉴和气象站的实测数据，得到气

象站同日测得的 0 cm 地表温度，同时与影像上该气

象站点位邻近的像元温度做对比，得到其精度误差

均在 1. 87℃以内，表明本研究利用单窗算法反演地

表温度是基本可行的［29］。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两期数据中中轻度盐渍地

的地 表 温 度 值 最 高 ( 2001 年 42． 25℃，2013 年

54. 49℃ ) ，水体温度最低( 2001 年 24． 13℃，2013 年

28. 31℃ ) 。与其他土地覆盖类型相比，中轻度盐渍

地的地表温度有相对较大的标准差( 2001 年 7． 54，

2013 年 8． 67) 。反演的地表温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依

次都是: 中轻度盐渍地 ＞ 耕地 ＞ 其他用地 ＞ 林

地 ＞ 水体，且 2013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地表温度都

较 2001 年温度值高，说明 2001 年到 2013 年间渭库

绿洲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地表温度一直在增高。
基于式( 9) ，得出渭库绿洲 2001 年和 2013 年的

植被覆盖图，如图 4 所示。结合研究区植被盖度图

和野外实地调查情况可以发现渭库绿洲的植被集中

分布在绿洲内部，包含耕地、林地、水体，同时靠近河

图 3 渭库绿洲 2001 年和 2013 年地表温度图( 单位: ℃ )

Fig． 3 LST of different land use / cover types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表 4 渭库绿洲 2001 ～ 2013 年各类用地类型的平均地表温度( 单位: ℃ ) 和植被覆盖度

Tab． 4 Average LST ＆ NDVI of different land use / cover types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土地利用类型 地表温度( 2001) 标准差( ± ) 植被覆盖度( 2001) 地表温度( 2013) 标准差( ± ) 植被覆盖度( 2013)

耕地 23． 47 6． 29 0． 514 29． 09 8． 07 0． 352

水体 20． 13 3． 31 － 0． 359 23． 31 4． 06 － 0． 403

中轻度盐渍地 42． 25 7． 54 0． 043 54． 49 8． 67 0． 067

林地 26． 34 3． 62 0． 712 30． 43 4． 73 0． 339

其他 39． 38 5． 49 － 0． 801 41． 48 7． 11 － 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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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部分植被覆盖度都相对较高。绿洲外部由于沙

漠和盐渍化土壤的存在导致其植被覆盖度较低。在

绿洲边缘有小范围的耕地和林地使得绿洲荒漠交错

带的植被覆盖度趋于前两者之间。
3. 4 土地利用 /覆被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将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图 2 ) 、地表温度分布

( 图 3) 和植被覆盖度( 图 4) 进行对比可知，三者的

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显著的联系，不同土地利用 /覆被

类型的地表温度响应存在差异，且土地利用 /覆被类

型的时空动态变化也影响着地表温度的变化趋势和

规律。通过对比发现，植被覆盖度较高地区对应的

地表温度低，反之，像盐渍地、其他用地等低植被覆

盖区对应的温度高。为了直观反映土地利用 /覆盖

类型和 地 表 温 度 之 间 的 空 间 关 系，把 2001 年 到

2013 年间的土地利用分类影像与相应年份的地表

温度影像叠合。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揭示出土地利

用 /覆被和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
为更进一步地解释植被盖度与地表温度之间的

关系，通过 ENVI 5． 1 软件，将植被盖度作为 X 轴，

反演的地表温度作为 Y 轴，得到相应年份的植被盖

度与地表温度的二维散点图，如图 5 所示。由图 5
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散点图，结合图 3 和图 4 可

以看出，三者的空间分布格局有着明显的联系，不同

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所对应的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

度有一定的差异。从对比中可以发现，渭库绿洲

2001 年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的相关性与 2013 年

的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的相关性呈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且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低植被覆盖的地

区对应的地表温度比较高，耕地、林地等植被覆盖度

比较高的地区所对应的温度比较低。总之，绿洲内

部高植被覆盖度区域的地表温度明显低于绿洲外部

低植被覆盖度区域的地表温度。这充分说明了植被

在改变下垫面热量分布的格局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图 4 渭库绿洲 2001 年和 2013 年植被覆盖度

Fig． 4 NDVI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图 5 渭库绿洲 2001 年和 2013 年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相关分析度散点图

Fig． 5 Scatter plots between NDVI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2001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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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渭库绿洲 2001 ～ 2013 不同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的变化

Fig． 6 Dynamics of LST ＆ NDVI of different land use / cover types of Weiku Oasis in 2001 ～ 2013

如图 7 所示，地表温度从高到低顺序为地表温

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都是中轻度盐渍地、其他用

地、林地、耕地、水体，且均在 2001 年温度最低。耕

地、水体、中轻度盐渍地、林地、其他用地都表现出不

同层次的升温，从 2001 ～ 2013 年的地表温度分布和

植被覆盖图表明了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的空间分

布变化特征与渭库绿洲的土地利用 /覆被的分布转

换基本一致。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LandsatTM / ETM + 遥感影像为基础数

据，利用 GIS 以及 ＲS 等空间分析方法，提取了两期

渭库绿洲土地利用 /覆被信息，同时采用单窗算法反

演了渭库绿洲的地表温度，并对 2001 ～ 2013 年土地

利用 /覆被以及地表温度响应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

得到了以下结论:

( 1) 在 2001 ～ 2013 年期间，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土地 /覆被类型有很大的变化。各类用地类型间

面积转换频繁。水体、中轻度盐渍地以及林地向耕

地的转换十分明显。大规模的开荒造田使绿洲耕地

面积增加了 1588． 83 km2，水体、盐渍地、林地、其他

用地面积减少了 2811． 47 km2，反映出该地区土地

利用土地 /覆被类型的变化与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及

与当地的地理、人口、经济、环境等相关政策有关。
( 2) 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的变化会导致地表温

度的空间分布发生改变，在 2001 ～ 2013 年期间，研

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地表温度具有差异性，盐渍

地温度高，水体温度低，各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地表

温度由高到低依次是: 中轻度盐渍地 ＞ 耕地 ＞ 其

他用地 ＞ 林地 ＞ 水体。说明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

的时空动态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变化趋势和规律也有

很大的影响，地表温度受下垫面的影响比较明显。
同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的

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证明地表温度的变化与植被

覆被度的变化有关，植被在改变下垫面热量分布的

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
( 3) 基于 GIS 软件和 ＲS 技术研究干旱区典型

绿洲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信息，反演地表温度和植被

覆盖度，并结合实地考察数据与资料分析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能够对研究区土地利用 /覆被的类型、时空

分布、变化规律等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为当

地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亦为深入研究土地

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提供方便。
综上所述，干旱区绿洲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

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规律起

重要作用。本文通过 ＲS 和 GIS 技术对渭库绿洲土

地利用 /覆被变化状况、地表温度和植被覆盖度等进

行了研究，有效的证明了人类活动对绿洲的土地利

用变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虽然随着植被覆盖度的

增长，渭库绿洲内部的地表温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是由于绿洲 － 荒漠交错带的土壤发生次生盐渍

化，引起了地表温度的升高，使绿洲生态环境的稳定

性和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导致绿洲地

表温度升高的原因众多，本文仅从渭库绿洲的土地

利用 /覆被变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实际上渭库绿洲

地表温度深度的影响因素，涉及区位、地形、气候和

政治等多个方面。作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逐一对这些

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为干旱区绿洲生态环境保护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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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and Use /Cover Change o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Weiku Oasis，Xinjiang，China

MIHＲIGVL Tashpolat1，2，TASHPOLAT Tiyip1，2* ，MAMAT Sawut1，2，ILYAS Nurmamat1，2，XIA Nan1，2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46，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Oasis Ec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4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NVI and ArcGIS tools，using Landsat TM /ETM + image data in 2001 and 2013，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over change，and its main influence on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Weiku Oasis，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Tarim Basin，Xinjia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 The arable
land increased by 3234． 83 km2，the other land types decreased by 3211． 47 km2，and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creased by 8． 4 ℃ during the 12 years． ( 2) I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surface temper-
atur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 3) Land use /cover change chang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The reasons were human activities，geographical position，local popu-
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climate change，local policy，etc．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e in Weiku Oasis，as well as other arid areas．

Key words: remote sensing; land use /cover chang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tarim Basin; Weiku Oasis

992第 3 期 米合热古丽·塔什卜拉提，等: 渭库绿洲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