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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1987, 1994, 2000 和 2005 年共 4 期的 Landsat TM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 利用先进的决策树分类

法获取徐州市土地利用/覆盖信息, 通过单通道算法反演地表亮温获取城市热场分布与热环境变化信息,

采用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SAVI 定量描述研究区植被覆盖变化, 并综合采用这些信息对城市热环境演变与

城市扩展、植被覆盖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 利用 Landsat TM 数据结合决策树分类方法,

是获取土地覆盖/利用的有效方法。通过计算地表辐射亮温来研究城市热环境变化是合适的, SAVI 等因

子与城市热环境显著相关,能够有效地定量描述城市扩展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结果可服务于城市环

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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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Using Landsat TM remotely sensed images captured in 1987, 1994, 2000, and 2005 as data source,

land use/ cover change ( LUCC) informat ion of Xuzhou City is obtained by decision2t ree classificat ion, urban

thermal ar ea dist ribut ion and thermal envir onment change are described by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which is

retrieved through mon2window arithmet ic fr om thermal infrared bands, and then vegetation coverage change

is quantitat ively depicted by soil adjusted vegetation index ( SAVI) . Based on informat ion on land cover,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egetat ion coverage, urban expan2

sion, and ur ban thermal envir onment change are compr ehensively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decision2

tr ee algorithm is an effect ive method to obtain the data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It is appr opriate to use

land surface radiance br ight temper ature for the analysis of urban heat environment change. T he factors such

as SAVI ar e significant 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heat environment and can be used to quant itat ively describe

urban expansion and eco2environmental response. Research outcomes can be us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opt imization of ur ban human set tlement.

Keywor ds: land use/ cover chang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multi2temporal remote sensing image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各种人造地表(尤其是建筑物、道路等为主的

不透水层)逐渐取代以植被等为主的自然景观, 引起

城市土地利用/覆盖的根本变化。城市土地利用变化

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尤其经

济发展是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的根本驱动力,产业结构

调整与经济效益差异则是其直接诱导因素[ 1]。缺乏

合理规划的城市扩展严重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其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不仅使城

市气候发生变化,而且还加剧城市大气污染, 降低人

居环境舒适度。因此对城市扩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

效应进行评价, 从而为减弱或调节各种负面影响提供

信息支持是很有必要的
[ 2]
。一般来讲,城市扩展区和

热状况加重区具有很好的对应性, 建筑用地往往对应

着城市温度较高区域或热岛效应显著的地区,植被增

加区则对应着热状况减轻区和热状况基本未变化

区
[ 3]
。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空间结构的

生态环境效应同时又是城市生态学中的关键问题,对

优化城市功能分区和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城市可持续

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 4]
。就城市扩展与热扩展之

间的关系, 很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 Ruiliang

Pu, Peng Gong 等人[ 5]采用了多分辨率多源遥感数

据分析了城市地表温度与植被指数之间的关系,认为

即使在不同的温度图像之间, 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的

相关性细微的情况下,地表温度和植被指数之间的强

负相关性依然占主导地位。Y. Julien 等人[ 6]利用利

用地表温度和植被指数估算了 1982 ) 1999年间欧洲

大陆植被的变化情况。而本研究以多时相遥感影像

数据为基础数据源, 选择江苏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典

型矿业城市之一的徐州市作为研究区, 提取与城市热

环境相关的环境影响因子,并通过环境影响因子参数

对城市扩展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 SAVI

等因子与城市热环境显著相关,能够有效地定量描述

城市扩展及其生态环境响应。

1  研究区和遥感数据

1. 1  研究区简介

研究区域为徐州市, 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徐州地

处苏、鲁、豫、皖 4 省交界, 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7b18c,北纬 34b17c。属暖温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夏

热多雨,冬寒干燥。降雨多集中在夏季。年平均降雨

量859. 5 mm, 年平均蒸发量 1 200 mm,历年最高气

温 40. 1 e ,历年最低气温- 23. 3 e ,年平均气温 14

e ,最高月平均气温 26. 9 e , 最低月平均气温

0. 7 e 。徐州市是江苏省第二大城市, 也是华东地区

典型矿业城市之一, 近年来正在向旅游城市、生态城

市的方向积极努力。

1. 2  数据和预处理

采用的数据源为 1987 年 9 月 19 日、1994 年 9

月 6日、2000年 09月 11日、2005年 08月 12日多时

相的 Landsat TM/ ETM
+
影像, 辅助数据为 1 B

50 000的行政区划图。几何精校正是最重要的预处

理工作,匹配精度控制在 0. 5个像元。为了消除不同

成像时期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分析结果建立在统一的

基准上,对数据进行了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辐射归一化

处理。同时,为提高比辐射率的计算精度, 对 TM 影

像第 3, 4和 5波段进行基于图像的大气校正。

2  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及热环境因子
的提取

2. 1  城市土地利用/覆盖类型

5土地利用现状分类6标准将土地利用采用两级分

类,共分12个一级类, 56个二级类。根据徐州市的实

际情况,结合热环境下垫面特点,研究中将土地覆盖分

4大类,主要包括建设用地、农用地、林地、水体。

从遥感影像上提取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的常用方

法包括土地利用遥感影像分类法和专题要素信息提

取法(如提取植被指数、建筑物指数等)
[ 7]
。对不同时

期的遥感图像根据地物的光谱信息分别建立决策树。

利用所建立的决策树进行分类,得到分类结果。

从不同时相的分类结果可以得出,由于社会发展

造成的城市地表下垫面演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

城市热环境影响较大的建筑用地(包括城市用地、城

镇用地、农居点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不断扩

展过程。

1987年建筑土地用地占 7. 560 8%, 主要集中在

市政府、彭城广场、淮海东路与解放路相交处的市中

心地带,从图像上看建筑区绝大多数以上都集中在二

环以内。

1994年建筑土地用地占 9. 726 4%, 主要扩展集

中在泉山区的西南、东北方向, 且以西南方向发展较

为迅速,云龙湖以北明显出现了大片的建筑用地, 市

中心黄河故道以北建筑面积也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

建筑体密度上的加重, 并没有明显的范围扩大, 由此

可以看出城市的扩展首要是以市中心为重点的。

2000年建筑土地用地占 15. 360 7% ,原有的城

市建筑区建筑物密度又有了明显加重,九里区一带的

建筑物有所增加,泉山区云龙湖与小泰山之间和小泰

山以南建筑物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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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建筑土地用地占 17. 752 7% , 九里区以

东、鼓楼区及鼓楼区以北、泉山区以南建筑体明显有

所增加,城市东北鼓楼区主要表现为建筑体密度的增

加,城市南部泉山区不仅建筑体密度有明显增加, 建

筑体范围也有明显扩展。

1987 ) 2005年期间徐州市城市扩展的动态趋势

为以城市市政府、彭城广场为中心地带,不断向城市

周边主要表现为东北西南方向扩展,城市建筑扩展表

现为建筑体占地范围的增加和建筑体集中密度的上

升同时并进,城市建筑用地面积增加必将引起其他非

建筑用地面积减少, 由此引起地表下垫面类型的改变

是城市热场分布、热环境演变的关键性因素。

对分类结果进行误差矩阵进行分析决策树分类

精度如表 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 1987, 1994, 2000

和 2005 年的分类总体精度分别为 84. 731 0%,

86. 937 1%, 86. 485 5%, 88. 964 3%; Kappa 指数分

别为 0. 843 1, 0. 865 3, 0. 863 7, 0. 873 5。表明该方

法有着很好的分类精度。本研究采用的决策树分类

法,经过验证有着较高的分类精度, 而且有研究表明

决策树分类能够有效的消除由于同物异谱、同谱异物

造成的错分、误分[ 8] , 能够满足城市扩展对地表温度

影响问题研究的精度要求。

表 1 决策树分类精度统计

项 目 1987 年 1994 年 2000 年 2005 年

总精度   84. 731 0 86. 937 1 86. 485 5 88. 964 3

Kappa系数 0. 843 1 0. 865 3 0. 863 7 0. 873 5

2. 2  植被信息提取与定量描述

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带来土地结构的变化,也引起

植被覆盖的变化。根据绿色植物的光谱特性,已有多

种植被指数得到应用[ 9]。综合已有研究成果表

明[ 9213] SAVI适合于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城市地区植被

覆盖研究。故本研究采用 SAVI模型
[ 3]

:

SAVI= 1( NIR- RED) / ( NIR+ RED+ L)2 @

(1+ L)          (3)

式中: SAVI ) ) ) 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NIR ) ) ) 近红

外波段反谢率; RED ) ) ) 红光波段反射率; L ) ) ) 调

节因子。

综合考虑前人的研究结果[ 3, 14215] , 本研究中调节

因子 L 值取 0. 5。通过上述模型计算得到各时相土

壤调节植被指数( SAVI) ,通过不同时相遥感影像数

据 SAVI的变化来更为精确反应城市植被覆盖变化。

2. 3  地面辐射亮温反演

城市热岛研究大多注重的是温度相对强弱的空

间分布特点, 且城市下垫面辐射温度与低空(地表

1. 5 m以内)气温呈显著线性关系, 可以用地面辐射

亮度来研究城市热岛
[ 2]
。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比较分析 3个不同时期的温

度变化。因此,通过计算地面辐射亮温的方法来研究

城市热环境是合适的。

反演地面辐射亮温的数学模型为[ 16] :

T= K 2 / ln(K 1 / L6+ 1) ( 4)

式中: L6 ) ) ) 热红外波段的辐射亮度; K 1 , K 2 ) ) )

计算常数, 对于 TM 遥感影像, 取 K 1 = 607. 776

mW/ ( m2 # Sr # Lm) , K2= 126 0 K,对于 ETM+ 影像

取 K 1 = 666. 093 mW/ ( m2 # Sr # Lm ) , K 2 =

1 282. 710 8 K。

计算辐射亮度需先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辐射校

正,采用的数学模型为[ 17] :

LK=
( Lmax

K- Lmin
K )

Qmax
QK+ Lmin

K
或

LK= gK# QK+ bK ( 5)

式中: LK ) ) ) 像元在传感器处的光谱辐射值; QK ) ) )

像元值;Qmax ) ) ) 8位灰度值 DN 的最大值(取 255) ;

Lmax
K
, Lmin

K
) ) ) 最大光谱辐射值和最小光谱辐射值;

gK和bK) ) ) 增益值和偏置值, 可以从遥感数据头文

件获得。

3  城市热环境演变与城市扩展、植被
覆盖变化关系分析

  采用上述方法反演获取了 4 个时相的温度分布

状况(见附图 1 ) 4)。从分布状况可见, 1987年部分

地区温度异常,高温区并未分布在建筑物集中的市中

心,经查证分析原因包括: ( 1) 高温区,成像时有较多

云量覆盖, 由于大气逆辐射导致出现温度异常区; ( 2)

1987年徐州市市区建筑较少,尚未能构成城市热岛

中心。1994年主要高温区转移至徐州主城区且范围

有所扩大,但 1994年部分水体(云龙湖) ,温度和周边

的林地、农田温度几乎一致,区分不明显。原因为成像

时该区域有云层覆盖由于大气逆辐射导致出现温度异

常,经过1987 ) 1994共 7 a的城镇建设,徐州市已经出

现了显著的城市热岛,高温区逐渐集中到了以彭城广

场、市政府等市中心区域,到 2000年高温区以徐州主

城区为中心区,进一步向四周扩展,扩展范围主要表现

为市中心东南和西北部,区域主要在云龙区西部, 泉山

区东南部,鼓楼区北部和九里区的部分区域。通过和

上文获取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状况比较可以发现,

1987, 1994, 2000, 2005年间温度的变化与相应年份建

筑用地的增加区域及植被的减少区域都是一致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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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说明城市扩展引起的建筑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减

少对城市的热环境变化造成了显著影响。

对不同时相的土地利用类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如表 2所示。1987 ) 1994年, 城市建筑土地利用增

加 2. 165 6%, 1994 ) 2000年城市土地利用增加比例

为5. 634 3% ,而 2000 ) 2005年期间城市土地利用增

加比例为 2. 392 9%。统计数据表明, 徐州市在

1987 ) 1994年间城市建筑土地利用变化幅度不大,

变化主要集中在市中心。而 1994 ) 2000年间城市建

筑土地利用有了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较

快,城市土地利用由市中心向周边地区呈辐射状扩

展。2000 ) 2005年间城市建筑用地的增长速度有所

减慢, 但总体还是有所增长,可以看出: ( 1) 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城市中以建筑用地为主要类型的人造地

表逐渐取代自然地表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 2) 有关

部门加强对城市规划建设,在城镇建设扩张占用其它

类型用地的同时,也逐步加强城市绿化植被建设, 促

进自然生态平衡。

表 2  1987, 1994, 2000, 2005 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土地类型
1987年

百分比 像元数

1994 年

百分比 像元数

2000 年

百分比 像元数

2005年

百分比 像元数

建筑地 7. 560 8 52 969 9. 726 4 50 890 15. 360 7 107 614 17. 752 7 124 372

非建筑 92. 439 2 647 609 9. 726 4 649 688 84. 639 3 592 964 82. 247 3 576 206

  植被的空间变化与城市扩展、热环境的演变具有

密切联系。通过分析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情况可以看

出, 1987 ) 1994年间植被覆盖未变化区域占绝大部

分,而增加的植被覆盖面积略小于减少的植被覆盖面

积,导致总体植被覆盖地表面积的减少, 这与 1987 )

1994年间城市扩展建筑土地利用略有增加的统计结

果是一致的。1994 ) 2000年间植被覆盖发生了很大

变化。植被覆盖区域的减少量远远大于植被覆盖的

增加量,植被覆盖面积大量减少, 在此期间减少的植

被覆盖类型中, 林地覆盖地表的减少是主要的植被覆

盖减少类别,这与 1994 ) 2000年间城市建筑土地利

用大面积增加的统计结果也是一致的。由于前面分

类类别选取对植被面积变化的分析效果不是很好,这

里我们通过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SAVI对植被变化进

行定量分析, 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在第一个阶段

1987 ) 1994年减少的面积为 4. 481 6%, 变化主要分

布在城市周围的乡村、农田区域, 而第二个阶段

1994 ) 2000年植被的变化量为减少 20. 429 0% , 城

市中心及周边地区植被覆盖都有大面积减少,而且市

中心的减少量要高于周边地区。第三个阶段 2000 )

2005年研究区域的植被的减少面积为 28. 404 3%,

植被减少迅速, 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大量

的建筑用地和其它用地替代了原有的植被区域。主

要表现为一些现代化建筑设施侵占大面积原有耕地

农田所造成的, 在第三阶段农用地面积是主要的建筑

用地与非建筑用地类型转换区域, 也是城镇化发展迅

速的特点之一。

植被减少主要是由于城市扩展引起城市下垫面

类型及植被覆盖区域范围的变化所引起的。伴随着

徐州市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城市热状况的转移和变化。

城市扩展引起土地覆盖变化对植被指数( SAVI)与地

表辐射温度 ( T s)产生深远影响, 植被覆盖稀疏地区

地表辐射温度变化幅度比植被浓密地区要大。缺乏

植被覆盖的城市地表,由于其构成材料主要是无蒸发

蒸腾作用的物质,且城市下垫面导热率大,比热容高,

地表辐射温度往往处于较高水平,如建筑较为密集的

城市中心地带。

表 3 1987, 1994, 2000, 2005年 SAVI 变化结果

时段 SAVI差值
植被

变化

面积变化/
km2

比例变化/
%

大于 0 增加 16. 352 5 2. 593 5

1987) 1994年 小于 0 减少 28. 257 4 4. 481 6

等于 0 未变化 584. 910 3 92. 924 9

大于 0 增加 2. 579 5 0. 409 1

1994) 2000年 小于 0 减少 128. 809 0 20. 429 0

等于 0 未变化 499. 131 1 79. 161 8

大于 0 增加 1. 558 0 0. 2471 0

2000) 2005年 小于 0 减少 179. 094 8 28. 404 3

等于 0 未变化 450. 866 7 71. 348 5

对 1987, 2000和 2005年 3个时相的地温状况在

南北、东西方向上分别选取下垫面类型丰富代表性强

的剖面,获取温度剖面图。N ) S 温度剖面图, W ) S

温度剖面图如图 1 ) 2所示。

通过对 1987, 2000和 2005 年 3 个时相的 N ) S

温度剖面分析可以看出,在 N ) S 方向上除了南方的

温度异常区植被温度表现为高温区,低温区依然在北

部的植被覆盖区域, 植被温度略高于水体的温度, 植

被覆盖表现为低温。在 2000年的 N ) S 温度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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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看出,植被覆盖的区域表现为低温区, 建筑区

表现为最高温, 水体依然为温度最低区域,与 1987年

相比 2000 年的地表温度变化表现为正常状况。在

2005年的地表温度剖面图上可以看出建筑区域温度

为温度最高区, 植被覆盖区为低温区, 水体范围为最

低温度区。综合 3 个时相 N ) S 方向剖面图可以看

出,正常情况下,植被覆盖区都为低温区,建筑区为高

温区,比较 2000年与 2005年 N ) S 方向温度剖面图

可以得出, 即使在植被覆盖的低温区植被覆盖面积的

大小, 面积分散的程度等因素对温度地面温度值的分

布有重要影响。同样为植被低温区, 2000年的植被

低温区要比 2005年植被低温区温度低且温度起伏变

化不大, 比 2005年表现的平缓些。因此要降低建筑

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对于对地表温度有缓和作用的植

被、水体等地表覆盖,不但要增加覆盖面积更重要的

还要加大其覆盖密度。

图 1  徐州市 1987, 2000和 2005 年 N) S剖面亮温图

图 2  徐州市 1987, 2000 和 2005 年W ) E剖面亮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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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通过对 3个时相的地表温度做 W ) E 方向

的温度剖面图分析(图 2) , 在 1987, 2000 和 2005 年

的W ) E 方向的温度剖面图上, 经过区域的最南部

和最北部多为农田等植被覆盖区, 植被对温度的影响

随着植被覆盖面积的减少表现的更为明显。由于建

筑面积增加,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区域被建筑面积所分

割,从 2005 年W ) E 和 N ) S 方向的温度剖面图上

都可以看出地表温度随着地表下垫面的不同而发生

的变化,剖面曲线呈现复杂变化, 且不同时相的不同

下垫面的温度均值也都有明显的升高。

4  结论

( 1) 利用 Landsat TM 数据结合决策树分类方

法,是获取土地利用/覆盖信息的有效方法。

通过计算地表辐射亮温来研究城市热环境变化

是合适的。研究表明, 在 1987, 1994, 2005年间的城

市化进程中,徐州市区人工建筑面积大幅度增加, 植

被覆盖面积不断减少,对徐州市的热环境造成了显著

影响,导致热岛逐渐趋于市中心, 且热岛面积逐年扩

大。1987 ) 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显著, 建

筑用地显著增加,农用地、林地等植被覆盖区域面积

显著减少,不同类别的城市用地在空间扩展上表现出

非均等性。随着建筑用地比例的升高, 峰值地表温度

也显著升高且 2005年温度升高幅度较大。

( 2) 土地利用/覆盖对环境关系的直接影响可能

导致对其它因子的间接影响。地表温度的增加与徐

州市城市扩展的类型密切相关。城市土地利用/覆盖

类型变化和城市用地的扩展和耕地的减少是最为首

要的因子。

( 3) 地表亮温并不能完全反应城市热岛的确切

分布,地表亮温还受热源分布、空气湿度、气候因素的

影响,因此造成实际温度分布与理论上的差异, 如

1987年的温度最高区并未完全集中于市城区。

本研究只是对城市扩展和城市热环境之间的关

系做了粗略的研究, 但已表明城市扩展和热环境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续工作将进一步探讨城市扩展与

热环境及其它环境破坏因子之间的关系,并综合利用

多源、多时相、高时间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和非遥感

数据,探索如何通过采取相关措施使城市化进程对城

市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 参 考 文 献 ]

[ 1]  王丽萍. 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的火灾探测系统研

究[D] . 长沙: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2]  黄荣峰, 徐涵秋. 利用 Landsat ETM+ 影像研究土地利

用/覆盖与城市热环境的关系:以福州市为例 [ J] . 遥感

信息, 2005( 5) : 36239.

[ 3]  张兆明, 何国金. 北京市 TM 图像城市扩张与热环境演

变分析[ J] . 地球信息科学, 2007, 9( 5) : 83288.

[ 4]  岳文泽, 徐建华, 徐丽华. 基于遥感影像的城市土地利

用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以城市热环境和植被指数为例

[ J] . 生态学报, 2006, 26(5) : 145021460.

[ 5]  Pu R, Gong P, Michishita R, et al. Assessment of

multi2r esolution and multi2sensor data for urban surface

temperature retr ieval [ J] .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2

ment, 2006, 104( 2) : 2112225.

[ 6]  Julien Y, Sobrino J A, Verhoef W. Changes in land

sur face temperatur es and NDVI values over Europe be2

t ween 1982 and 1999 [ J] .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2

ment, 2006, 103( 1) : 43255.

[ 7]  徐州市规划局. 规化信息[ OL] . [ 2007209227] . http: / /

www. xzgh. net.

[ 8]  潘琛, 杜培军, 张海荣. 决策树分类法及其在遥感图像

处理中的应用[ J] . 测绘科学, 2008( 1) : 208 ) 211.

[ 9]  徐涵秋. 基于影像的 Landsat TM / ETM+ 数据正规化技

术[ J] .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7, 32( 1) : 62266.

[ 10]  Chen X L, Zhao H M, Li P X, et al. Remote sensing

image2based ana 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heat island and land use/ cover changes [ J] .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06, 104: 1332146.

[ 11]  徐涵秋. 基于压缩数据维的城市建筑用地遥感信息提

取[ J] . 中国图形图像学报, 2005, 10( 2) : 2232229.

[ 12]  Chehbouni A, Lo S D, Njoku E G, et al. Examination

of the differ ence between radiative and aerodynamic

surface temperatur es over sparsely vegetated sur faces

[ J] .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1996, 58 ( 2) :

1772186.

[ 13]  Vander Merr F. Spectral mixtur e modeling and spec2

tr al str atigraphy in carbonate lit hofacies mapping[ J] .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2

ing, 1996, 51( 3) : 1502162.

[ 14]  查勇, 倪绍祥,杨山. 一种利用 TM图像自动提取城镇

用地信息的有效方法[ J] . 遥感学报, 2003, 7(1) : 37240.

[ 15]  H uet e A R. A soil2adjusted vegetation index ( SAVI )

[ J] .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1988, 25 ( 3) :

2952309.

[ 16]  胡德勇, 李京, 陈云浩, 等. 基于多时相 Landsat 数据

的城市扩张及其驱动力分析[ J] . 国土资源遥感, 2006

( 4) : 46249.

[ 17]  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徐州市国民经济第十一个

王年规化纲要 [ OL ] . [ 2007203224] . http: / / jw. xz.

gov. cn.

50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9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