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长沙迎来连续高温，除了气候
这个主要因素外，热岛效应也为长沙添
了一把火。

城市热岛监测结果显示：长株潭主
城区热岛强度近 20年持续上升，从
1994年的3.3℃增加到2015年的7.2℃，
增幅超过一倍。 其中热岛强度增加速
度 最 快 阶 段 为 1994-2000 年 ，
2000-2006年次之，2006-2010年热岛
强度增速最低。 热岛强度也由1994年
的以低等级为主， 逐渐发展为以中等
级为主，高等级不断出现的新格局，热
岛面积持续增加， 但热岛面积增长速
度整体上趋缓。

据监测， 长沙热岛强度呈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 自1994年至2015年总
体上升1.4℃。 株洲热岛强度呈现波动
上升， 自1994年至2015年总体上升
3.4℃。湘潭热岛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自1994年至2015年增加4.2℃。

【解读】

邹滨介绍，城市热岛是指城区气温、
地表温度比周围郊区温度偏高的现象，
在温度空间分布上城市犹如一个温暖的
岛屿。

“为啥城区总比周边郊区的气温要
高4-6℃？ 这个与城镇化推进导致土地
利用结构发生变化也是相关的。” 邹滨
说，长株潭主城区的热岛高等级，主要
集中在城市中心高密度的居民区、商业
区、车站以及工业区。这也意味着这些
区域中会经历高温，因此导致制冷能耗
增加，而这些能耗的增加不仅增大了用
电开支，而且进一步增加了人为热的排
放量，导致温度的上升，与热岛效应形
成恶性循环；同时高温区居民体感舒适
度下降，并且容易遭受身体上的伤害和
环境的污染灾害，如高温中暑、光化学
烟雾、能见度降低等。

邹滨建议，在以建设用地为主导地位
的城市中心区域，考虑适当增加草地和水
体的面积，并与建设用地在空间上交叉相
间配置，在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是有效
缓解该地区热岛效应的最佳方式。

■记者 肖德军 实习生 阳洋 通讯员 刘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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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目前长株潭城市
群总面积约为8485平方公里，
主城区占总面积的16.94%，具
体包括长沙市区、望城区、长沙
县、湘潭市区、湘潭县、株洲市
区及株洲县。

城市空间扩张监测数据显
示： 长株潭主城区城镇化发展
迅速， 主城区面积由1978年的
5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5年的

514平方公里，增加了8.7倍，平
均每十年同比增长超过50%。
其中2015年长沙市城区面积占
总城区面积70.22%， 为361平
方公里。扩张过程中，2010年至
2015年，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城区面积年均增长率远超非
农人口增长率， 土地城镇化与
人口城镇化进程不协调趋势加
剧。

长株潭主城区面积37年增长近9倍
我省首次公布地理国情监测成果：城市热岛强度近20年增幅超1倍

从2015年8月以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地
理国情监测湖南研究中
心采用先进的遥感技术
手段、地理信息技术与地
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
长株潭主城区城市空间
扩展、 土地利用结构变
化、城市热岛、大气污染
源空间分布等重要地理
国情信息进行监测，取得
了丰富监测成果。

据了解， 中国测绘科
学研究院地理国情监测湖
南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测绘
科学研究院、 湖南省国土

资源厅和中南大学三家单
位共同组建的， 主要负责
并承担湖南省地理国情监
测与分析工作。 对于这次
长株潭城市群地理国情监
测成果， 采取了多级核查
和与专业部门数据对比检
查的方式， 确保了监测成
果的客观、真实、准确。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
院院长程鹏飞介绍，该监
测流程提出的方法快速
可靠， 可执行能力强，已
经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也将逐步应用到湖南省
其他城市开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 环境问题越来越突
出，扬尘污染源为此次主
要监测对象。

据监测，2015年长株
潭主城区各类扬尘地表
污染源总面积约269平方
公里，比2013年增加了19
平方公里；其中碾压踩踏
地表和建筑工地是长株
潭主城区扬尘地表污染
源的主要类型，两者合计
占比超过80%。

2013-2015 年 长 沙
市扬尘地表面积增加最
多，长沙市望城区、岳麓
区，株洲市天元区与湘潭
市雨湖区建筑工地扬尘
面积增加最多。监测期内
长株潭主城区全域空间
范围PM10和PM2.5年平
均浓度呈下降趋势，各下
降约27%和28%左右，体
现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
设发展的成效。

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使
长株潭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也
发生了显著变化。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监测结
果显示： 长株潭主城区建设用
地、林地、耕地在1978-2015年
间发生了显著变化。 建设用地
面积一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从1978年的80平方公里增长

到2015年的1252平方公里，年
均增长速率达到31%， 总量增
加十余倍。 长株潭主城区生态
服务功能1978-2015年间呈现
出“先下降—后恢复”的变化特
征。其中，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
来源为耕地和园林， 以占用耕
地最为明显。

6月22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地理国情监测湖南
研究中心首次公布我省地理国情监测成果。 监测结果显
示，长株潭城市群主城区面积37年间增长8.7倍，其中，
建设用地增加10余倍；热岛强度近20年持续上升，增幅
超过1倍。

长株潭城市群地理国情监测项目负责人之一、 中南
大学地理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的邹滨教授对这些成果进
行了解读。

城市扩张：
长沙市占长株潭总城区面积七成

邹滨介绍， 伴随着工业化
进程加速， 城镇化经历了一个
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长
株潭主城区过去粗放的蔓延式
扩张，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
源环境恶化、 社会矛盾增多等
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 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
2006年后， 扩张模式逐渐由单
一的圈层式蔓延式转变为轴向
式与蔓延式相结合， 城市扩张
主要以内部填充为主， 城镇化
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
发展新阶段。

但是，1978年至今，长株潭
城市用地弹性系数（城市用地
增长率/城市人口增长率）整体
上波动较大， 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 新一轮城镇化必须

进一步消化已经转换用途的土
地来实现有限的数量扩张，加
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城市用
地规模的管控作用， 严禁以城
市发展为名擅自修改城市建设
用地控制规模， 加大力度提升
城镇化的品质。

邹滨透露， 长株潭城市区
在未来城市发展中仍有较大空
间。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剩
余扩展空间分别为204、43和30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沙市岳
麓区的西部片区、高铁站片区、开
福区的北部片区、望城区西南片
区，株洲市天元区和芦淞区的南
部片区，以及湘潭市岳塘区的西
北片区。按如今的发展速度，各
市城区空间范围至2020年仍都
处于规划边界内。

土地利用：
建设用地已经接近生态绿心区红线

邹滨介绍，长沙、株洲和湘
潭三市的城市扩张过程中，在
不触碰生态绿心区保护红线的
情况下， 必然引起生态绿心周
边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在1978-2006年，生态绿心区周
边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以耕地和
园林地转移为建设用地为主，

其 转 移 的 比 例 相 对 较 少 ；
2006-2015年，随着三市建设用
地的扩张， 生态绿心区周边耕
地和园林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比
例有所增加，截止到2015年，在
生态绿心区北部、 东南部和西
南部方向上， 建设用地已经邻
近生态绿心区红线。

城市热岛：
热岛强度增幅超一倍

大气污染：
扬尘污染源面积超主城区一半

监测流程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月22日，长沙市湘江中路竹山园段，市民在江边散步纳凉。长沙市气象台当日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信号。随着城市热岛效应的加剧，夏天变得越来越炎热。 记者 唐俊 摄

邹滨介绍，城市大气
污染源空间分布监测是
通过空间制图实现，基于
2015年地理国情普查成
果和2013年高分遥感影
像数据提取长株潭主城

区重点大气颗粒物污染
源扬尘地表，并综合土地
利用特征要素、气象要素
等。该成果对于未来精准
大气污染报告与评估将
会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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