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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正在经历快速且高强度的城市化，由此产生了更多的城市热岛现象。它会对城市、区域乃至全球许多

的生态环境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掌握城市热岛的影响要素是实现对其趋利避害的前提。遥感现已成为

一种被广泛接受和采用的监测城市热岛的方法。针对前人相关综述已经无法全面反映地表城市热岛影响要素的

发展现状与趋势的问题，本文首先从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类型、地表生物物理条件、景观格局、人类活动强度、气象

条件和地理位置、政策要素及综合分析七个方面对国内外地表城市热岛( 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SUHI) 影响因素

的研究进行系统评述; 然后依据现有研究中或空白或结论相互冲突或尚需深化的地方指出几个潜在的关键问题与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 1) 应同时开展多类气候带上的多个不同规模城市在多个时刻或时间段内的研究; ( 2) 细化

土地覆盖 /利用类型; ( 3) 引入更多空间分析方法; ( 4) 发展和完善地表生物物理条件、景观组分和配置、人类活动强

度、气象条件或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指标; ( 5) 采用多学科方法提取大数据里的海量信息; ( 6) 综合分析各影响因素

并结合其他城市问题给出最优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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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with high intensity is recently occurring in the world，resulting in more urban heat island
( UHI) phenomenon． It has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various eco-environment factors of cities，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o grasp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eat island is the premise to realize its benefit-tending and harm-avoi-
ding． Now the remote sensing method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used for the UHI monitoring． Aiming at the current issue
that the previous reviews could not reflect the developing status and trends of this study field nowadays，the previou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 SUHI) are firstly reviewed from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th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 LULC) types，surface biophysical conditions，landscape pattern，the intensity of hu-
man activity，meteorological condition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policy factors，and synthetical analysis． Then，several key is-
sues or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blank research field in the existing studies，or those are with
conflicting conclusions or still needed to be deepen．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 1) Synchronously study the 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 issue for various cities with different sizes at multiple climate zones at various times or during multiple
time periods． ( 2) Ｒefine the LULC types． ( 3) Introduce mor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 4) Propose or complete indicators
about the surface biophysical conditions，landscape composition and configuration，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meteorologi-
cal condition，geographic location，etc． ( 5 ) Extract mass information of the big data by methods of multidisciplinary． ( 6 )
Synthetically analyse its various affect indicators，and explore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scheme together considering other ur-
ba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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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全 球 有 54% 的 人 口 居 住 在 城 市，至

2050 年该比例将上升至 66%［1］。快速和高强度的

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改变着城市、区域乃至全球的生

态环境［2］。其中城市地区气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

是产生城市热岛效应，即城区气温明显高于周边农

村的现象［3，4］。城市热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局地

气候［5］、能源利用［6］、空气质量［7］、城市水文［7］、城

市土壤理化性质［8］、生物空间分布和行为活动［9］、
人类健康和舒适度等［6，10］。

城市热岛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气象站观测［11］、
定点现场观测［12］、移动样带观测［12］、数值模拟［13］

和遥感监测法。遥感具有时间同步性好、覆盖宽、可
长时间连续监测等优点。随着卫星数量的增多及地

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热红外遥感已经成为一种

被广 泛 接 受 和 采 用 的 城 市 气 候 与 环 境 监 测 方

法［14，15］。虽然基于遥感反演的地表温度( LST) 并不

等同于 地 表 上 面 的 气 温，但 两 者 却 是 密 切 相 关

的［16，17］。为与传统的基于气温分析的城市热岛相

区分，通常将基于 LST 分析的城市热岛称为地表城

市热岛( 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SUHI) ［18，19］。
掌握 SUHI 的影响要素是实现对其趋利避害的

前提。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相关研究增长非常迅

速，但前人相关的综述已无法全面反映该研究领域

的发展现状与趋势［14，20-22］。据此，本文从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类型、地表生物物理条件、景观格局、人类

活动强度、气象条件和地理位置、政策要素及综合分

析七个方面对国内外地表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的研

究进展和不足进行综述，并据此指出几个潜在的关

键问题或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及

城市规划工作的实践提供一定支撑。

2 地表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

2． 1 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类型

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 LULC) 类型是影响 LST
的关键要素，对白天的影响更大［23］。通常白天 LST
高值区主要为植被稀少且不透水面较多的工业区、
商业区、旧城居住区、机场、拆迁区、裸露和半裸露的

旱地 和 沙 地、交 通 用 地 周 边、及 其 他 未 利 用 地

等［23-34］; 低值区为水体和绿地［23，25，29，32，35，36］。美国

印第安纳波利斯白天各土地覆盖 ( LUCC ) 类型的

LST 在冬季明显不同，在其他三个季节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冬季时水体的 LST 最高; 草地在春、
夏、秋三季 LST 偏高，夏季高于裸地，春秋与其类

似［37］。基于 Aqua /MODIS 数据对伯明翰多年夏季

夜间 SUHI 的研究表明，除一处例外，在大气不同的

帕斯奎尔稳定类型下，SUHI 幅度按照特定 LUCC 类

型顺序上升［38，39］。基于 Terra /MODIS 数据对德黑

兰两年昼夜 SUHI 的研究表明，裸地是导致半干燥

气候带城市白天出现冷岛现象的关键要素，水体是

降低夜间热岛甚至出现冷岛的因素［40］。采用热视

频辐射仪对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研究表明，白天时沥

青路面和屋顶最热; 夜间时外墙和树木最热。开阔

空地由于白天可直接接受太阳直射而夜间热量容易

流失因而具有最大的日温差［41］。
具体到各要素，绿地昼夜均可缓解 SUHI。但对

其各亚类降温效果的研究前人的结论却有所不同。
基于地块对南京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林地与灌木、
草坪及杂草三种类型之间的平均 LST 的差异可忽

略; 每种植被内部地温变异较大。这说明，在城市绿

地破碎分布的条件下，虽然植被类型对地块的 LST
有影响，但其受到斑块类型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更

大［42］。而对广州白天的研究表明，相比灌木和草

地，林地可更有效地缓解热岛［25］。此外，对特拉维

夫多年夏季夜间的研究表明，建设中小尺寸( 约 2 ～
40 公顷) 的公园不如建立高植被覆盖度的绿色住宅

用地降温更为有效。这是因为私人公园比公用公园

可更大比例地利用空闲地块来种植植被，并具有更

好的灌溉条件。此外，建设高植被覆盖的住宅也更

利于人类交互、休闲和保持健康。而公共公园一般

临近道路和停车场，降低了其降温效果［43］。
水体白天可缓解地表热岛，但该作用在夜间并

不明显，甚至成为 LST 的高值中心［25，44，45］。不同类

型的工业用地对白天热岛的影响不同，如重工业场

地 LST 偏高，而新兴的高技术产业 LST 较低［46］。新

建的现代高层建筑及高植被覆盖的居民小区对增加

白天的 LST 的作用并不明显［29，43］。
热岛强度还深受周边乡村 LUCC 类型的影响。

对全球一年内需要制冷时间段的研究表明，强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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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时间长的 SUHI 现象出现在周边乡村为冰雪

和落叶林的中亚地区［47］。这可能是冬季偏低的乡

村地温导致的。位于裸地及开阔灌丛地带的城市白

天冷岛和夜间热岛均最强。周边乡村 LUCC 为裸

地、草地、开阔灌木、封闭灌木和热带草原的地方的

SUHI 的昼夜强度差异最大［47］。沙漠地区城市市区

植被相对较多，而郊区却是裸地和沙地相对丰富。
白天郊区升温及夜间降温均更快，导致了显著的白

天冷岛和夜间热岛现象［48］。此外，落叶林由于在夏

季可利用叶子进行光合降温，而在冬季却无叶子，因

此对热 岛 日 变 化 和 季 节 变 化 具 有 明 显 的 调 节 作

用［49］。对全球三年的研究表明，SUHI 在周边为林

地、草地和沙漠生态系统的背景下依次递减［50］。
LULC 类型直观形象，利于直接和城市规划实

践相结合。但其无法反映出同种 LULC 类型内部的

差异，包括植被覆盖度、建筑物三维布局及材质等。
前人的大多数研究受限于单纯依靠遥感数据源及遥

感解译方法的不足，难以获取更为细致的 LULC 数

据，但不同类型的居民区、工业区、商业区等对 SUHI
的影响有可能是不同的。由于相关数据源的缺乏，

中高分辨率及非晴空条件下的研究较少。
2． 2 地表生物物理条件

反映地表植被状况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
增强 型 植 被 指 数 ( EVI ) 、宽 动 态 范 围 植 被 指 数

( WDＲVI) 、植被覆盖度( Fv) 、基于普适模型分解的

植被指数( VIUPD) 、土壤调整过的植被指数 ( SA-
VI) 、基于混合像元分解计算的植被组成指标( VF)

及森林覆盖度与 LST 关系密切。它们的城郊差也

与 SUHI 强度密切相关。VF、Fv 及 VIUPD 比 NDVI
与热力指标的关系更好［33，51-53］。但美国密尔沃基多

年夏季白天的 NDVI 与 LST 的相关性比 VF 更大，这

可能是由于混合象元分解方法本身及端元选择的不

确定性引起的［54］。植被参数和 LST 的关系存在较

大的昼夜、季节和尺度变异性，并依赖于背景土地覆

盖类型［31，55］。通常白天植被指标和热力指标为负

相关［33，50-52，56，57］。这不一定是简单线性关系，其中

LST 与 NDVI 及 VF 更倾向于年际稳定的二次函数

关系［58］，夏季最强、秋春次之、冬季最弱［34，56，57］。但

一些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对美国双子城的研究表明

LST 和 NDVI 构成的散点图仅在夏季和早秋表现为

线性负相关的格局; 春季的散点图为三角形; 冬季的

为不规则压实形［59］。对深圳秋季白天的研究表明

NDVI 在不超过 0． 6 时和 LST 负相关，否则为线性

增加关系［26］。对武汉夏季白天的研究也有类似结

论［33］。对石家庄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 VIUPD 在不

超过 0． 52 时与 LST 正相关，否则为负相关［60］。武

汉夏季白天水体背景中 NDVI 与 LST 为正相关［55］。
夜间，基于 Terra /MODIS 对北京的研究表明，NDVI
和 LST 夏季负相关，但在其他季节较密集植被处的

LST 反而更高［56］。基于 Aqua /MODIS 对墨尔本夏

季夜间的研究表明 NDVI 对 LST 影响很小，趋势为

正相关［61］。此外尚有其他的相关性研究。对广东

10 个城市冬季白天的研究表明，SUHI 面积与城区

平均 NDVI 弱相关［62］; 对全球需要制冷时段的研究

表明，EVI 小的城市拥有较强的夜间热岛和白天冷

岛［47］; 对悉尼夏天白天的研究表明增加树木覆盖度

比增加混合植被的覆盖度能更有效地降低地温［63］;

基于高斯模型对北京多年的研究表明 NDVI 质心变

化与夏天白天热岛质心变化正相关，但解释度仅不

到 10%［64］。尺度方面，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夏季白

天的研究表明，120m 是分析植被参数和 LST 关系的

最佳尺度［51］。
LST 与反映地表水体状况的参数密切相关。对

北京多年白天的研究表明归一化水汽指数( NDMI)
与 LST 负相关［65］; 徐州多年夏季白天的城市地表湿

度( ULSW) 与 LST 负相关［66］; 深圳秋季白天的归一

化水体指数( NDWI) 在小于 0. 27 时与 LST 线性负

相关，而后为二次多项式拟合的负相关关系［26］; 福

州春季和济南夏季白天的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

( MNDWI) 与 LST 负相关［67，68］; 对兰州夏季白天的

研究表明 MNDWI 与 LST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

是先增加后减少的三次多项式拟合关系［35］。
反映城市人工构筑物二维和三维特征的地表参

数与 LST 密切相关。通常白天 LST 和归一化建筑

指数( NDBI) 、归一化不透水面指数( NDISI) 、基于

混合像元分解的不透水面面积比例( ISA) 、基于植

被调整的夜间灯光城市指数推演的 ISA、地表生物

物理组分指数( BCI) 、建筑用地指数( IBI) 、增强型

的建筑用地指数( EIBI) 、基于现有指数组合发展的

一种可以反映硬化地表状况的指数、锋面指数、构筑

物体积、最大建筑高度、建筑物平均高度、高宽比、道
路长度、道路面积、道路结点数及面积加权道路结点

数四季均正相关，大部分为显著的线性关系，少数为

指数、指 数、二 次 函 数 及 其 他 不 规 则 的 非 线 性 关

系［26，29，35，47，58-60，65，67-80］。NDBI 与 LST 相关性的大小

还与土地覆盖有关，由高到低依次为建筑用地、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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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体［55］。夜间不透水面面积百分比和人工构筑

物体积与 LST 正相关［76，81］。但夏季白天石家庄的

LST 与 ISA 相关性微弱，这可能与各类型硬化不透

水面的格局有关［60］。但若以 1% 为间隔重新分析，

则 ISA 与 LST 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呈现明显的

正向关系，虽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60］。也有研究

发现 ISA 在冬季白天与 LST 负相关，其与 LST 的相

关度夏季强于冬季，夜间强于白天。对美国密尔沃

基多年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在考虑周边环境的情

况下，ISA 与 LST 的关系会更强［54］。此外，前人的

研究还表明随着建筑高度和建筑密度的增加导致建

筑遮阴面积增加、日照时间和太阳短波辐射量减少，

进而导致 LST 下降［82，83］。
其他的地表参数，如归一化裸土指数( NDBaI) 、

增强型裸土指数( EBSI) 、地表反照度和天空视场

角，也与 LST 密切相关。兰州夏季白天及广州冬季

白天的 NDBaI 及春季宿州白天的 EBSI 均与 LST 显

著正相关［31，35，80］。但对深圳秋季白天的研究表明

两者为非线性负相关［26］。反照度方面，对鹿特丹夏

季白天的研究表明强热岛会出现在低反照度的地

方［28］; 对北京多年的研究表明夜间反照度的质心变

化对其 SUHI 质心变动的解释度近 50%［64］，白色天

空反 照 度 ( WSA ) 对 LST 季 节 变 化 的 解 释 度 为

54%［84］; 基于 Aqua /MODIS 对全球的研究表明夜间

热岛强度与反照度城郊差正相关［85］; 基于 Terra /
MODIS 对全球的研究表明夏季城区反照度比农田

和林地明显要低，冬季城区却与林地类似［86］; 城市

高度的污染可以增加反照度和长波辐射［87］。天空

视场角则与白天的 SUHI 强度负相关［28］。
地表生物物理参数更能定量详尽地反映多种地

表状 况 的 连 续 变 化，通 常 与 LST 的 相 关 性 更

好［21，88］。前人发展了数量众多的指标，但对不少指

标的多地区验证及各指标间的比对研究依然较为缺

乏。此外，应当注重发展和完善围绕生态学过程，涵

盖更多维度、空间范围、考虑时间累计效应及整合多

个地表要素信息的指标。
2． 3 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包括景观组分和景观配置，分别指各

景观要素所占面积的百分比及其空间布局。景观格

局分析法可分为景观指数法和空间统计法。景观组

分及配 置 对 LST 的 影 响 均 要 考 虑 背 景 环 境 的 影

响［89］。没有任何单独的景观配置指数和 LST 在所

有的土地利用类型下均显著相关。

从综合考虑多类景观要素的研究来看，景观组

分与配置均与 LST 密切相关。采用单层次普通最

小二乘法( OLS) 对巴尔地摩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景

观组分比配置重要［90］，但采用 OLS 对美国凤凰多个

人口普查区夏季白天及采用多层次方差组分模型对

珠海秋季白天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的结果［91，92］。这

可能与所采用的方法及研究区的背景环境有关［91］。
具体到景观组分，对巴尔的摩四季白天的研究表明

所有土地覆盖变量对 LST 解释作用的正负方向性

在四季均一致，但效应的幅度却具有很大的季节变

化［57］，夏季解释能力最强，冬季最弱。研究还表明

在 LST 分辨率粗糙不变的前提下，LUCC 分辨率的

提高并 不 显 著 影 响 LUCC 类 型 变 量 与 LST 的 关

系［57］。空间分辨率为 0． 6m 和 30m 的数据具有相

似的解释能力。从综合考虑多类景观要素空间配置

的研究来看，平均 LST 与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SH-
DI) 和 Shannon 均匀性指数( SHEI) 负相关［33］。这

表明 LUCC 类型越多、各类型丰度越均衡，越利于缓

解热岛。反之，与聚集度指数正相关［33］。这表明少

量的大面积的连续的 LUCC 斑块会加剧热岛，混合

的 LUCC 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会缓解热岛。基于半

径分形分析法对从高温区中央往研究区边界的剖线

的研究表明仅不透水面的组成显著减少，裸地分布

均匀，水体、林地和农田均显著增加，导致白天的

LST 明显降低［33］。
对于植被要素，基于植被斑块前人分析了南京

夏季白 天 的 对 数 变 化 后 的 LST 和 景 观 指 数 的 关

系［42］。结果显示，LST 与植被斑块的面积非线性负

相关，和周长及形状指数( LSI) 负相关。这说明植

被斑块越大、形状越规则或越接近正方形，降温效果

越好。其中 LST 与面积的非线性关系表明面积小

的植被斑块随着面积的增加开始降温效果改善较

慢，而后改善较快。前人更多的是基于栅格、格网或

土地利用地块尺度上开展 LST 和景观指数的分析。
研究 表 明 景 观 组 分 和 配 置 均 对 LST 有 较 大 影

响［52，93-96］。基于不同尺度格网对长春夏季白天的研

究表明 LST 与景观配置的关系依赖于尺度，尺度越

大，相关性越强［52］。也就是当尺度变大的时候，植

被配置的作用更加重要［52］。但过大的尺度可能导

致大量信息的流失，导致偏差性的解释和不准确的

推断［96］。据此，通过分析美国凤凰不同窗口大小林

地和草地局地墨兰指数与 LST 的关系后认为 200m
为最佳分析尺度［96］。但基于不同分辨率 LUCC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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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北京秋季白天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简单的相关

分析还是控制绿地面积百分比后的偏相关分析均表

明，所有的景观指数和 LST 均在不同分辨率下显示

出差异，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97］。这表明两者

关系在不同尺度上的复杂性。基于标准化互信息方

法对阿克苏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虽然景观面积百

分比( PLAND) 是影响 LST 改变最重要的变量，但绿

色空间的空间配置，如边界密度( ED) 和斑块密度

( PD) ，对 LST 影响也很显著［95］。两类结合具有更

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方差分解对北京秋季白天的研

究表明，LST 的最大影响因素为景观组分和配置的

交互作用，其次为它们与空间自相关的交互作用。
景观配置的作用仅略低于景观组成［94］。绝大多数

情况下，绿地面积百分比与昼夜对应斑块 LST 负相

关，绿量影响更为明显，林地的降温效果比草地更

强［28，52，57，93，98，99］。基于地块对鹿特丹夏季多个白天

的研究表明，绿色区域百分比对地块平均地温影响

最大，其值每增加 10%，则平均地温下降 1． 3℃［28］。
对武汉或长春夏季白天的研究表明，LST 和绿地景

观面积百分比负相关［33，52］。树冠百分比是影响巴

尔的摩春秋季白天 LST 的一个重要因素［57］。对美

国凤凰城中心地带夏冬昼夜的研究表明，林地比草

地更能有效缓解热岛［98］。草地面积百分比对冬季

夜间 LST 无太强影响，但在夏季夜间却与 LST 强烈

线性负相关。它与夏冬白天 LST 均非线性负相关。
当它不超过 0. 4 时，对 LST 影响不大; 否则在夏冬白

天均有显著的降温效果。林地面积比则在除冬季夜

间外均和 LST 线性负相关。但夏季白天北京公园

内部温度与其林地、草地面积无显著相关性，而与三

维绿量有关，并随其数量增加而使得公园内温度的

下降趋势趋于缓和; 对周边降温范围与绿量的相关

性不显著，但与林地面积显著正相关［99］。景观配置

方面，LST 与 边 界 密 度 ( ED ) 、平 均 面 积 密 度

( MAD) 、最大斑块指数( LPI) 、聚集度( CONT) 、平

均 形 状 指 数 ( MLSI ) 、局 地 墨 兰 指 数 为 负 相

关［33，42，52，93，94，96］; 与分裂度 ( SPLIT) 正相关［52］。这

表明绿地数量、总周长及子斑块面积越大，越离散分

布，降温效果越好。前人还分析了美国凤凰 LST 和

局地墨兰指数的相关性强弱的昼夜及季节变动。结

果是夏季白天关系最强，冬季夜间最弱［96］。对 LST
和斑块密度( PD) 或景观形状指数( LSI) 的研究却有

着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中对夏季长春和全年北京的

白天研究显示为正相关关系［52，93，94，99］，北京公园内

部林地 和 草 地 还 与 其 对 周 边 降 温 范 围 显 著 负 相

关［99］; 但在夏季的武汉白天却为负相关关系［33］。
前人基于地块层面研究了水体面积比例对 SU-

HI 强度和面积关系的影响，但所得结论不同。对印

第安纳波利斯四季四天利用主成分分析的研究表明

其中一个主成分因素与水体比例关系密切［88］; 水体

比例 与 武 汉 夏 秋 白 天 的 SUHI 强 度 显 著 负 相

关［33，45］; 与美国凤凰城夏冬白天的 LST 和广东 10
个城市的冬季白天的热岛面积弱相关［62，98］; 与鹿特

丹多年夏季白天的热岛强度的相关性不显著且相关

系数很小［28］; 对美国凤凰城夏冬夜间的 LST 无明显

作用［98］; 北京夏季白天公园水体面积与其内部地

温、对周边区域降温幅度和范围均显著正相关［99］。
这可能是由于各地的水体组成及配置差异较大造成

的。景观配置方面，对河湖湿地大面积广泛分布的

武汉夏秋白天的研究表明，LST 与 ED、平均水体大

小( MPS) 、LPI、水体隔离和破碎度 ( MPI ) 负相关。
这表明水体边界越长、斑块面积越大、分布越离散，

降温越显著［33，45］。上海春季的 LST 与水体 PD、结

合度及 LSI 显著相关，且 LST 与前两者存在回归关

系［100］。
基于地块和格网分析的结果表明，除沙漠及干

燥疏灌丛生态区外的城市里的硬化地表面积比例通

常与白天 LST 正相关，并在各个季节对 LST 均有很

好的解释能力［28，33，49，50，57，101］。但墨尔本夏季白天的

LST 与城市基础设施百分比关系不大［61］。在沙漠

及干燥疏灌丛生态区的城市里，这种关系比较复杂

且前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对美国大陆此类多个

城市的研究表明该关系为非典型的 U 型模式，即从

市中心到郊区有所减少，而后从郊区再到乡村有所

增加［49］。两者的线性关系不显著，需要进行二次多

项式拟合。并且由于城市数量太少，拟合系数的变

动也比较大。沙漠城市里适当的 ISA 反而比周边的

沙漠边缘的乡村 LST 低［49］。但对单个该类型的美

国凤凰城中心地带的研究表明，两者为非线性正相

关关系。当不透水面面积比例不超过 0． 4 时，LST
随其数值的增加而较快增加，而后较慢增加［98］。进

一步将不透水面细分来看，夏冬季节的 LST 与建筑

物面积比和商业区面积比分别弱线性正相关和弱线

性负相关; 与居民区面积比为较大的线性正相关关

系［98］。夜间，对美国凤凰城中心地带的研究表明不

透水面比例和夏冬季的 LST 线性正相关; 建筑物面

积比和夏季 LST 弱负相关，和冬季的基本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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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区面积比与夏冬季的 LST 负相关; 住宅区面积

比在夏季和 LST 正相关，在冬季关系极弱［98］。墨尔

本夏季夜间两者也是正相关的［61］。考虑了环境背

景后对美国凤凰城夏季夜间的研究表明，在土地利

用为工业或商业用地的地方，建筑面积比与 LST 负

相关; 在湿生环境背景下和住宅区面积比为正相关，

干生环境背景下则关系不显著; 平面硬化地表面积

比仅在工业或商业用地里正相关，其他不显著［89］。
景观配置指数方面，武汉夏季白天不透水面的 PD
和 ED 与 LST 负相关。这表明它的斑块数量越多、
周长越长，增温越明显［33］。而北京白天的全年 LST
与不透水面多种景观指数的相关系数序列表明两者

相关度很小但时间变化趋势一致［93］。此外，前人还

利用局地墨兰指数分析了美国凤凰昼夜的 SUHI 和

人工构筑物空间格局的关系。结果表示建筑物的组

成和配置对昼夜 LST 影响很弱，即建筑物对 SUHI
影响很小。而平整地面的组成和配置与 LST 显著

相关，对夜间影响更强。LST 随着局地墨兰指数的

增加而增加，即聚合的配置会提高 LST。不同 LUCC
面积比例下，平整地面的局地墨兰指数对 LST 相关

系数有所不同。当建筑物组成超过 50%，平整地面

格局对 LST 影响微弱，原因可能是建筑阴影的制冷

效应。当平整地面比例超过 50% 或者平整地面与

土壤的比例超过 90%，两者的关系更强。设计者应

避免建立大型的停车场地块，而应考虑建立狭窄的

街道和道路［102］。
其他景观要素方面，在美国凤凰城中心地带，无

人管理的土壤面积比与夏冬白天和夏季夜晚的 LST
非线性正相关，与冬季夜晚的不相关［98］。

景观组分与配置可很大程度上指导城市规划实

践。前人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仍有几点不足。
首先，现有的景观指数多数是二维的，难以详尽反映

地表情况。其次，大多数研究是采用基于遥感反演

的土地覆盖计算的景观组分和配置的参数与 LST
进行简单的回归，尚未对生态学过程开展研究。应

注重围绕生态学过程发展和选取指数，并与数值模

拟相结合，更好地揭示驱动机制及指导实践。此外，

受限于数据源和方法的局限，前人研究仍存在结论

相互冲突或急需深化的地方，应采用多源数据，同时

对全球多个代表性城市开展研究。
2． 4 人类活动强度

人类活动产生热源越多的地方 LST 越高并且

季节性变化越小［24，33，41，88，103］。SUHI 强度或面积与

城市大小、总的人口密度、不同种族人口密度、人口

数量、建成区面积、夜间灯光强度及其城郊差正相

关［47，62，85，92，101，104］。空调在夏季会释放热源而在冬

季释放冷源，从而加剧夏 季 而 削 减 冬 季 热 岛［83］。
LST 还会受到交通负载量的影响［41］。武汉夏季白

天绝大多数的高 LST 像元分布在不透水面上，但却

有 6%分布在水体边上［33］。经实地调查，这些地方

有工业废液或生活污水的排放，因而具有人为热源。
由于定量计算人为热所需的人口数据、各类行

业的煤、油、电、气等消耗量、车流量及车辆类型、详
细的建筑物三维数据等较难获取［105］，通常获取的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也都是基于行政单元搜集的面上

数据，而遥感可获取详尽的场数据，这使得较难开展

两类数据的相关分析。除尝试获取更详尽的数据源

外，基于大数据提取相关信息应是一种潜力较大的

手段。
2． 5 气象条件和地理位置

基于 Aqua /MODIS 数据对伯明翰夏季夜间的研

究表明大气稳定性越高，SUHI 越强。云量和风速的

增加会降低热岛强度。不同大气模式下的 SUHI 强

度 显 著 不 同，空 间 分 布 也 会 发 生 相 当 大 的 变

化［38，39］。对超大城市台北和中等城市宜兰的研究

表明，热浪时城乡昼夜的 LST 均会增加。虽然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削弱热岛效应，但热浪时期的 SUHI
还是多比非热浪时期要高，且台北和宜兰的热岛强

度差距很小，仅约 1℃［81］。还有学者关注了塞浦路

斯冬季一次热浪事件与同时段多年平均夜间 SUHI
强度的区别，其中 2 个行政区明显增强，2 个则变化

不大［106］。利用高斯模型对东亚和东南亚 8 个城市

的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海风的影响，海边城市热岛强

度的日变化是不同的; 海风还会影响热岛形状，靠海

面的区域比内陆热［101］。内陆地区城市的 SUHI 形

状则昼夜类似。距离海岸线的远近可解释悉尼夏季

白天 LST38% 的变化，两者为二次回归关系。LST
先随离海岸线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后减小［63］。此

外，墨尔本夏季白天的 LST 随至水体距离的增加而

增加，而在夜间却无明显趋势［61］。对全球需要制冷

时间段内的研究表明位置经度和纬度对昼夜热岛强

度的影响都比较大; 经度是影响白天地表冷岛强度

最重要的要素［47］。广州冬季白天的 LST 与海拔高

度负相关［31］。
受限于星载数据源在非晴空条件下无法监测

LST 的不足，该天气条件下的 SUHI 研究极少，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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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就不重要。应基于机载数据或采用热红外辐射

仪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
2． 6 政策要素

政策要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要素，进而影

响到 SUHI 的时空变化。它主要包括绿色空间扩

张、建筑用地比例和密度的下调、清洁能源推广、城
市功能区的空间调整等［27，65，79，103，107］。现有研究绝

大多数是对特定研究区实施政策前后的 LST 进行

对比研究，缺乏对政府及规划部门政策倾向的分析。
应尝试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政策动向，并结合

遥感手段和数值模拟方法提前开展情景分析，进而

为规划实践服务。
2． 7 综合分析

分析单个要素对 LST 影响的时候经常难免会

去考虑其他要素的类别。这种情况已在上文中加以

述评。本小节主要综述前人对多个影响要素同等考

虑的研究。
基于变量选择和排序法对全球需要制冷时间段

内的研究表明，位置经度、纬度和城市大小对昼夜热

岛强度的影响都比较大。之后，EVI 及夜间灯光常

排在位置或城市大小之后为第二或第三重要因素。
城市形态指标影响的排序较靠后。人口密度的重要

性较小。经度是影响白天热汇最重要的要素; EVI
的影响也较大; 城区面积的影响要小些。夜间主导

要素为城区面积、EVI 和夜间灯光强度［47］。基于

Aqua /MODIS 数据对中国的多年研究表明，白天 SU-
HI 的分布在夏季主要与植被活跃度及人为热有关，

在冬季与气温和降水有关; 夜间则在各个季节均与

反照度、人为热、建成区密度及气候密切有关［108］。
所有因素对白天与夜间热岛变动的解释度分别为

57% 和 72%，对 夏 季 和 冬 季 分 别 为 61% 和

90%［108］。
前人建立了悉尼夏季白天 LST 与植被覆盖度、

距离海岸线远近及城市结构类型的模型，并发现在

综合考虑各要素后植被覆盖度只有在大于 40% 的

情况下才有价值［63］。前人建 立 了 上 海 春 季 白 天

LST 与各主成分变换后主要组分的回归关系，并利

用这些组分与各要素的线性关系将其转换为与建筑

物面积百分比、基于混合像元分解的不透水面面积

百分比、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工业用地面积百分比、
NDVI、NDWI、SHDI 和 蔓 延 度 指 数 ( CI ) 的 回 归 关

系［46］。结果表明景观格局对 LST 作用显著，特别是

在正在经历城市化过程的斑块破碎化严重的地区。

与其他要素相比，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的影响不大。
人口密度高的旧城区中心的热岛强度甚至反而会降

低; 道路的作用可能被其两旁的植被所削弱。前人

基于现有的 NDBI、土壤 调 节 植 被 指 数 ( SAVI ) 和

MNDWI 发展了一种可以反映硬化地表状况的指

数［75］，并建立了伊斯坦布尔秋季 LST 和该指数、SA-
VI 和 MNDWI 之间的回归关系。前人还建立了广州

冬季白天 LST 与多个地表生物物理参数及海拔高

度的回归关系［31］，以及福州春季白天 LST 与 NDI-
SI、MNDWI 和 NDVI 的关系［67］，济南夏季白天 LST
与 NDISI、MNDWI 和 SAVI 的关系［68］。值得注意的

是在对多个要素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时，由

于要素彼此间的相关性，会导致一些与 LST 相关的

影响因素未进入方程［88］。
综合分析是统筹各影响因子并找出关键改良措

施的重要方法。除上文提到的问题外，还有以下几

点值得注意: 应同时对不同背景环境下的多个城市

开展研究并找出其关键的影响要素; 除气温外，空气

湿度、风 速、辐 射 强 度 等 也 是 影 响 热 舒 适 度 的 要

素［109］，应协同考虑它们的交互影响，以判定何时何

地应缓解、无视、甚至是增强 SUHI 以提高热舒适

度; 应统筹协调同一地区多个时间段内的福祉; 最

后，除考虑热环境问题外，不能忽视采光、空气污染

等问题［109-111］，避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3 结束语

虽然国内外已经开展了许多 SUHI 影响要素的

研究工作，但是依然有不少或空白或尚需深化或现

有结论相互冲突的领域。为更好地理解 SUHI 的影

响要素，基于上述综述和讨论，本文提出几个潜在的

关键问题或研究方向。
1) 为详细掌握全球 SUHI 时空变化的影响因

素，应进一步开展对多类气候带上的多种条件下的

多级大小的多个城市在多个季节多个时刻或时间段

内的研究。特别注重研发和利用相关热红外数据源

来分析夜间或非晴空条件下的 SUHI 影响因素。
2) 细化 LULC 类型，发展和完善二维或三维的

景观格 局 指 数，引 入 更 多 的 空 间 分 析 方 法，深 化

LULC 类型及景观组分和配置对 LST 的影响研究。
3) 完善和发展反映地表生物物理条件、人类活

动强度、气象条件和地理位置的指标。指标的空间

维度应从二维转向三维并适当考虑时间维度，空间

范围应同时包括地上和地下。指标内涵应从单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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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素走向多要素的整合。特别应注重围绕生态过

程发展或选择指标，如接收和释放的瞬时及累计辐

射量、建筑材料的热力学参数、蒸散发量等。此外，

应同时注重自然、社会及经济影响要素的研究，更多

地采用更加详实的社会经济数据。
4) 海量的大数据类型众多，蕴含着极为丰富的

信息。例如详细的店铺信息有利于获取详尽的土地

利用类型分布及人为热排放、手机定位信息指示着

人口数量、网页新闻可揭示人类对热环境的需求及

政府与规划部门的解决方向等。应不拘一格，采用

多学科方法开展信息提取。
5) 综合分析 LST 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找出实

现对 SUHI 趋利避害的关键因子，并结合其他采光、
空气污染等城市问题的影响要素给出最优配置方

案。此外，据此关系实现 LST 尺度的下推［112-114］，并

用其提供的时空分辨率均高的数据监测 SUHI 的时

空变化。
6) 气温数据与人类关系更为直接。虽然地表

温度和气温关系密切，但在城市环境背景下依然无

法直接转换［25，27，115］。结合气象站数据、LST 数据、
LULC 数据、地表生物物理参数、景观格局、地理位

置等预测气温分布的方法依然值得探索［116，117］。
7) SUHI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影响不一定完全是

负面的，特别是对寒带地区［6］。应继续研究热岛对

全球不同气候带不同季节的正向、中性或负向的影

响，并利用综合寻优模型来判别应在何时何地缓解、
无视，甚至增强热岛，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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