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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宗教地理学相关理论,以青海省清真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青海省伊斯兰教清真寺文

化传播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青海省清真寺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呈波动上升趋势,按增长曲

线特征可分为4个阶段:元明时期的缓慢增长阶段、清代的波动增长阶段、民国时期的平稳增长阶段和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跌宕发展阶段;② 随历史的演进,清真寺重心迁移幅度不大,其重心移动距离呈不断减小的趋势,移

动方向呈东南-西北-西南移动趋势;③ 清真寺在青海东部形成“单核集聚”且呈“辐射型”传播发展模式,其分

布高度集聚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4个县内,即全

省70%的清真寺分布在青海1.4%的地区;④ 清真寺的分布保持高度自相关,聚集程度呈波动变化,其中,青海

东部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为稳定清真寺高密度聚集区,西南、西北部分

县(市)为不稳定清真寺低密度聚集区,低-低集聚类型呈“片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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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它作为伊斯兰文化有形的载体,与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穆

斯林的分布是分不开的;研究青海省清真寺的时空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历史时期伊斯兰教文

化在青海省社会的变迁.国内外学界对清真寺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清真寺的社会

功能[1]、清真寺建筑特点[2-3]、清真寺与穆斯林移民关系[4]、清真寺文化的影响[5-6]、清真寺的空间分布特

征[7]、清真寺的经济[8]等方面.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多从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建筑学等角

度对清真寺进行研究,而从宗教地理学的角度对清真寺的研究较少.
宗教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9],其主要研究内容有宗教地域分异特征[10]、宗教的分

布与扩散[11]、宗教文化景观[12]、宗教文化区[13]等.青海省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浓厚,清真寺数量丰富,其作

为一种特殊的伊斯兰教文化景观,其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宗教景观是宗教文化最为明显的阐释,向

来被学界所重视.学者对宗教文化景观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宗教景观的建筑特征[14]、宗教景观与

旅游[15-16]、宗教景观的空间分布[17]、宗教景观产生的原因[18]等.在研究对象方面,佛教[19-20]、基督

教[21-22]的宗教景观研究成果较多,而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宗教景观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学界将

GIS等空间分析技术与宗教文化景观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日益增多,如钟业喜等[23]以中国宗教场所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中国主要宗教的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势;樊昊等[24]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的石窟旅游资源

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Bartkowski等[25]利用GIS对教堂焚毁案件的空间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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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青海省清真寺多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研究[26-27],缺少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的研究,尤其对青

海整个历史时期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传播发展过程中的时空演变规律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
清真寺既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又是举办宗教教育、培养宗教职业者的经堂,其空间分布

能反映伊斯兰教传播、发展的状况,是伊斯兰教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以青海省清真

寺为研究对象,从宗教地理学的角度,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其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为其保护和开发提

供借鉴依据.

1 研究方法与基础数据

1.1 数据来源

青海是陆上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两条大动脉的交汇处,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播到青海,至迟在元代

有进行宗教活动的正式场所———清真寺.由此本文研究的起始时间从元代开始,以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

(2012年为数据截止时间)作为青海省清真寺时空演变研究的时间段,探讨不同时期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

发展的进程与规律.
青海省清真寺数据主要来源于《青海省清真寺概览》[28],其详尽记载了青海省2012年以前的1328

座清真寺的寺址、名称、始建时间、教派、占地面积、建筑规模等信息,该数据精度较高,故以此为数据

基础.数据修正资料主要有:1)明清和民国时期,河湟流域各州县的地方志资料,如《西宁卫志》、《西宁

志》、《青海地志略》等.这类资料对清真寺的记载较疏略,有的甚至仅有寺名,对其创建年代、具体地址

等无记载,缺陷大.2)《青海省志·宗教志》[29]中的《青海省1995年伊斯兰教寺院统计表》,缺陷是仅有

清真寺的始建时间与地址,其中建寺时间有3种记载方式:① 精确的记载年份,如“1939年”;② 以建

清真寺时的皇帝年号,如“清康熙”;③ 有较笼统的仅记录朝代,如“清朝”.对于②和③直接以《青海省

清真寺概览》记录的年份为准.3)《青海伊斯兰教》[27]中记录的青海省各县部分较为出名的清真寺,包括

清真寺的历史和建筑风格.本文根据所记录的清真寺寺址信息,通过GPS定位仪和GoogleEarth获取其

空间属性数据,以ArcGIS10.2为技术平台建立青海省清真寺的空间数据库,同时利用OpenGeoDa软件

对其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DensityEstimation)是通过研究区域中的点密度空间变化来研究点的分布特

征[30],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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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样本数,d 为维数,x-xi 表示估计点到样本点xi 处的距离.
1.2.2 重心分析

清真寺分布重心是指某一时间段上清真寺分布在某一地区的几何重心,它能直观地表现清真寺空间

分布的区域差异,其移动的轨迹可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内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分布时空演变特征,其计算

公式如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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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样本数,X,Y 分别是不同时期清真寺分布重心坐标的经度和纬度,Xi,Yi 为第i座清真寺的

经度和纬度,Wi 为研究阶段内的清真寺的数量.
1.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清真寺的空间自相关性程度进行计算,揭示其在地理空间中集聚或离散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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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间分布特征[32-33].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探究研究对象在研究区域的总体分布特征,判断其与相邻空间是否有关联,其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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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 MoransI指数,n 为样本数量,Yi 和Yj 为空间单元i和j的样本数量,Wij为空间权重,S2 为

样本数的方差,Y为样本数的平均值.I的取值在[-1,1]之间,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当I大于0时,表示

清真寺分布空间正相关;I值与1越接近,则表明清真寺分布密度相似区集聚,即清真寺分布密集区与密

集区或稀疏区与稀疏区相邻.反之,当I小于0时,则表示清真寺分布空间负相关;若I 值越趋近于-1,
则表明清真寺分布密集区与稀疏区相邻.

MoransI统计结果采用Z 检验:

Z=
I-E(I)
Var(I)

(4)

式中,E(I)为数学期望,Var(I)为理论方差[34].当空间相关关系存在时,Z 大于0则为空间正相关,小于

0为空间负相关.
2)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sI是对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价,存在忽略局部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的问题.而局部空间自相

关可以解释某一单元与邻近单元的相关性,利用可视化的手段识别出局部空间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

特征.由此,用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IndicatorsofSpatialAssociation,LISA)集聚图进行检验,其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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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i 为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Xi 和Xj 分别为空间单元i和j的样本数量,X为Xi 的平均值.

2 结果分析

2.1 清真寺数量及增长率变化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在一个地区存在的最主要的外在标志,哪里有穆斯林聚居,那里就有清真寺.根据

青海省清真寺的基本统计情况,得到青海省不同时期新增清真寺的数量和增长率(图1).由图1可知,从元

代的2座清真寺增长至1995年的1320余座,年平均增长2座清真寺,700余年间清真寺的数量呈波动上

升趋势.根据不同时期清真寺数量及增长率变化,可将其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元明时期(1271-1644年)为缓慢增长阶段,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初期,清真寺数量较少,有

46座,增长率呈现倒“V”型的不规则变动.元代蒙古西征,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带回大批军队和青

壮年组成的“西域亲军”,他们随蒙古军进入河湟地区(青海省西宁市周边)驻守或从事屯聚牧养,此时回民

在青海已有相当人数;明代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量内地穆斯林移居青海,使青海穆斯林人口大大增加.
由此,元末明初清真寺增长率较大,至明初清真寺增长率值达到小高峰值.
2)清代(1645-1911年)为波动增长阶段,新增清真寺304座,增长速度较快,但清真寺的兴建并

不是均匀的创建.清初,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形成.清康熙年间,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教各派别在青

海东部广泛传播,清真寺增长率达到较小峰值,然后下降,其原因是发生“苏四十三起义”,起义失败导

致撒拉族、回族人口锐减,极大地削弱了伊斯兰教在青海的发展.清同治年间,西北连年旱灾再次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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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新建清真寺的数量很少.清光绪年间甘肃、陕西等地的回民为避难、逃荒移居青海,青海回民的人

数增多,清真寺数量增长快.
3)民国(1912-1949年)为稳定增长阶段,与波动增长阶段相比,该阶段新建青海省清真寺数量有了

明显的增多.民国年间,青海外来移民增多,人口迅速增加,穆斯林人口有所恢复,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

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引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风俗习惯受到

了保护和尊重.
4)新中国成立以来(1950-2012年)为跌宕发展阶段,清真寺增长率和总量有显著下降,期中较为明

显的突变点在1970年.这是由于1958年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清真寺的数量急剧下降,“文革时期”大部

分清真寺被毁.增长率有显著上升的突变点在1990年,其原因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

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和开放了清真寺,数量大大增长.

图1 青海省不同时期清真寺数量变化

2.2 清真寺空间分布演化

本文将不同时期的清真寺分布重心依次连接,得到清真寺重心变动轨迹图(图2和表1),来反映

青海省伊斯兰教清真寺文化的时空演变过程.总体看来,青海省清真寺的重心保持在青海省几何中心

(99°29'06″E,35°44'50″N)偏东的方向,介于地理坐标(101.98°E~102.27°E,36.05°N~36.37°N)之间,
移动幅度较小;说明青海省清真寺分布一直处于“东多西少”的不平衡状态.元-明时期清真寺的分布重心

始终在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移动,经度移动了11.4',纬度移动12',向东南方向移动幅度大,元末明初有

大批回族、撒拉族迁入化隆地区.明-清时期清真寺的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转变,从明代分布在化隆回族

自治县至清代乐都县,经度移动了6.6',纬度移动16.2',向西北方向移动了31.893km,幅度大.清末,受

战争的影响,大量陕甘地区的回民人口迁入乐都县等地.清-民国时期,重心从乐都县往西北方向缓慢偏

移至平安县.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心一直在乐都县向西缓慢偏移.
表1 不同时期青海省清真寺重心移动方向与速度

时期 元 明 清 民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心坐标
102.08°E

36.25°N

102.27°E

36.05°N

102.16°E

36.32°N

102.07°E

36.37°N

101.98°E

36.35°N

移动方向 东南 西北 西北 西南

移动距离/km 29.106 31.893 9.861 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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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青海省清真寺重心变化轨迹

2.3 清真寺密度分布特征

2.3.1 宋元及以前空间分布特征

青海伊斯兰教的传播处于萌芽期.元代,有大批中亚穆斯林进入青海河湟地区屯牧、驻防,他们集资修

建清真寺以满足开展宗教活动需要;明代,伊斯兰教由“外来宗教”转化为“本土宗教”;与此同时,回族、撒

拉族、保安族等穆斯林各族共同体的正式形成,他们在青海各地兴建清真寺,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发展.从图

3a来看,在元明时期的清真寺数量较少,元代新建的清真寺有2座,明代新建的清真寺有44座;在青海省

东部形成一个小范围的“单核集聚”密集区,分布地域范围小,主要分布在7个县内;其中,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拥有的清真寺最多,共21座,占元明时期清真寺总数的48%.其在循化呈显著性“集聚”特征的原因是

循化地区撒拉族的形成,而撒拉族的先民是元代“蒙古西征”后从中亚迁来的撒鲁尔人,他们信仰伊斯兰

教,在循化定居后修建清真寺以保证信仰的坚守与传承.
2.3.2 清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于清真寺有较强的承继性,因此元明时期新建的清真寺大都在清代有着较好的保存,且随清代青海

省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使得伊斯兰教清真寺在遗存的基础上进行新建.清代青海省清真寺共有350座,其

空间分布见图3b.和元明时期相比,青海东部的密集区范围扩大且呈“辐射型”分布,有清真寺分布的县市

从元明的7个增加到清代的14个.清代青海清真寺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和3个因素有关:一是康熙年间西

北至中亚的陆上交通便利,为西北乃至中亚和阿拉伯一带穆斯林的相互往来提供了良好条件;二是青海教

派、门宦的产生,各派为自身的传播发展纷纷建立清真寺;三是清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伊斯兰教经堂教

育的中心由陕西转到河湟地区,而河湟位于青海东部,是青海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国内大

批回民教徒慕名而来,使青海东部回民人口增多,由此清真寺的数量也增多.
从清真寺分布的密集程度来看,在青海东部化隆回族自治县有94座、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67座、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58座、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52座,4个县共有清真寺271座,占到清代青海省清真寺的

77%.清代兴建的清真寺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增加,这也是青海省伊斯兰教发展与传播的结果.而循化地区

清真寺的增长速度慢于其他地区,其原因是在清朝中后期,清同治年间和光绪年间循化撒拉族展开了规模

宏大的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人口锐减,清政府对循化撒拉族的压迫更为严重.
2.3.3 民国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

民国时期青海清真寺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辐射型”密集区继续扩大,清真寺分布范围达到24个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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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东部化隆回族自治县有162座、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181座、循化撒拉族自治县65座、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95座,4个县共有清真寺503座,占到民国时期青海省清真寺的70%.民国时期,马步芳家族在青

海占据统治地位,其家族崇信伊斯兰教中的新教———伊赫瓦尼派,并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在回民人口

稠密的东部地区建立清真寺,利于伊斯兰教传播;同时东部地区也是自然条件较好、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地

区,有着充足的经济支持,利于清真寺的创建,使得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在青海发展传播.

图3 不同阶段青海省清真寺的空间分布密度

2.3.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全部的青海省清真寺空间分布状况来看,清真寺的地域分布范围在逐步扩大,而“辐射型”这种空间

分布在清代已经基本定型.截止2012年,青海省有清真寺分布的县域达到了31个县,说明了青海伊斯兰

教传播的广泛性.但清真寺在青海的空间分布上仍然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青海东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360座、化隆回族自治县有333座、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117座、循化撒拉族自治县106座,4个县共有

清真寺916座,占到全部清真寺数量的69%.
2.4 清真寺分布的空间分析

在县级尺度上,分别计算各行政单元内清真寺的数量,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探讨其空间集聚特

征与差异规律.由于青海省县(市)级行政单元面积差别大,若采用距离权重矩阵则会出现“孤岛”或邻居数

量较多的情况.由此,本文利用OpenGeoDa软件建立邻接性权重文件,通过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

讨清真寺密度空间分布的集聚与分异情况.
2.4.1 全局自相关分析

全局 MoransI指数反映了人口分布在整个区域空间的总体特征,Z 检验值反映了 MoransI 指数的

显著检验水平.在4期的数据中,全局 MoransI值与Z 检验值均为正,且p 为0.001,即在99.99%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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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青海省清真寺的分布存在着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2).从整体上看,全局

MoransI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聚集程度呈波动变化.元明-清时期,全局 MoransI值与Z 检验值增

大,清真寺的空间集聚程度在不断增强;清—民国时期,受1860年的“河湟回族起义”、频发旱灾及战乱等

因素影响,青海东部回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故全局 MoransI 值与Z 检验值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但清真寺的空间集聚变化不大.民国至今,伊斯兰教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在青海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全

局 MoransI值与Z 检验值仍不断下降,说明清真寺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弱,清真寺分布趋于分散.
表2 不同时期清真寺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sI值

时期 MoransI E(I) Z-value

元明 0.2805 -0.0227 5.3155
清 0.3954 -0.0227 5.1066

民国 0.3407 -0.0227 4.6839
新中国成立以来 0.3308 -0.0227 4.6854

2.4.2 局部自相关分析

LISA图是衡量空间单元与周围单元的属性相似或相异程度及显著性的指标[35],其表达了4种不同的

空间自相关关系:高-高(High-High)表示空间差异小,研究区及其周围地区的清真寺分布均密集;低-
低(Low-Low)表示空间差异小,研究区及其周围地区的清真寺分布均稀疏;低-高(Low-High)表示空间

差异大,研究区清真寺密度较低而周围地区的密度较高;高-低(High-Low)表示空间差异大,研究区清真

寺密度较高而周围地区清真寺密度较低.本文计算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青海省清真

寺密度分布LocalMoransI值,在通过Z 检验值的基础上(p=0.001)绘制了LISA聚集图(图4).

图4 不同阶段青海省清真寺的LISA集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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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高-高集聚类型的县(市)都分布在青海省东部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3个县内,均为人口分布密度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吸引大量了信仰人口,

其周围地区清真寺也随之增长,造成这些地区呈现清真寺高度密集.
由图4a,4b可知,元明、清时期清真寺空间分布没有低-低集聚类型,其原因是这两个时间段内清真

寺在青海东部集中分布,分布范围较小.由图4c,4d可知,民国时期的清真寺空间分布低-低集聚类型的

县(市)有8个,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呈两大“片状”分布的西南地区:一是格尔

木市、治多县、玉树县;二是甘德县、达日县、班玛县、久治县.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清真寺空间分布低-
低集聚类型的县(市)有9个,均分布在青海的西南地区,呈三大“片状”分布:一是玉树县、称多县、囊谦

县、杂多县;二是甘德县、达日县、班玛县、久治县,与民国时期的“片状”一样;三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清真寺低-低集聚类型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西南和西北为不稳定的清真寺低-低集聚类型区域,其原因是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呈现出明显的清真寺低密度集聚.
无高-低集聚类型;低-高集聚类型的县主要有尖扎县、同仁县、乐都县,且均分布在高-高集聚类

型的周围,数量较少,空间异质性较为明显,这一现象与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有着密

切关系.因此,青海省清真寺分布的热点地区(HH)和冷点地区(LL)均呈现出空间上的集聚分布,尤其冷

点地区(LL)几乎连成一片,而低-高集聚类型只少量分布在热点地区周围,清真寺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

自相关性.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元代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青海省伊斯兰教清真寺数据分析了其空间分布变化的时空特征和变化趋

势,得到以下结论:

1)青海省清真寺数量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按清真寺增长曲线特征可分为缓慢增长阶段、波动增长

阶段、稳定增长阶段、跌宕发展阶段.

2)清真寺分布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呈“东多西少”的态势;且在空间上形成青海省东部包括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密集区.

3)由于社会历史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青海省清真寺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

化趋势不尽相同,但清真寺重心移动幅度较小且均在青海省几何中心的偏东方向,总体分别呈现“东南-
西北-西南”方向移动趋势.

4)清真寺全局分布保持高度空间聚集,聚集程度呈现“上升-下降”波动变化的趋势.县域清真寺空间

形成了高、低密度集聚带,青海东部形成稳定的清真寺高密度聚集区,该地区地形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

利、经济发达;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不稳定的清真寺低密度聚集区,这些地区由于地形、气候等较为恶劣、

人口较少,呈“片状”分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真寺低密度聚集区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低-高集聚类型

只少量分布在热点地区的周围,但无清真寺的高-低集聚类型.
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其时空格局受回民人口的影响.青海省清真寺的时空格局变化受多种

因素影响,包括自然环境、战争、灾害及移民政策等.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很难从历史人口数据、自然灾

害等视角对伊斯兰教清真寺演变的驱动力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影响其分布格局的因素将成为本研究进一

步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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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ofMosques
BasedonGISinQinghaiProvince

ZHULi-tao1, SUHui-min1, ZHANG Ping2, LIZheng-wei1
1.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Sh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2.CollegeofHistory,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religiousgeography,thispapertakestheQinghaimosqueastheresearch

object,andusesthespatialanalysismethodtostudy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

theIslamicmosqueculturespreadinQinghaiprovince.Theresultsshowthatthenumberofmosquesin

QinghaiProvincefluctuateswithtime.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growthcurvecanbedivided

intofourstages:theslowgrowthstageoftheYuanandMingDynasties,thestageofthefluctuationofthe

QingDynasty,thesteadygrowth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andthedisorderlygrowthstageinmod-

erntimes.Withtheevolutionofhistory,thecenterofgravitymovementofthemosqueisnotmuch.The

centerofgravitymovementdistanceisdecreasing.Themovingdirectionissoutheast-northwest-southwest

movementtrend.ThemosqueintheeasternpartofQinghaitoforma“single-coregathering”andwas“ra-

diation”communicationdevelopmentmodel.Itsdistributionishighlyconcentratedinthepeopleandthe

HuiAutonomousCounty,HuilongCountyAutonomousCounty,DatongHuiAutonomousCounty,Xun-

huaSalarAutonomousCounty.Thatis70%oftheprovincesmosquesarelocatedinQinghai1.4%ofthe

region.Thedistributionofthemosqueismaintainedatahighdegreeofautocorrelation,andthedegreeof

aggregationisfluctuating.Amongthem,theeasternpartofQinghai,HuilongCountyAutonomousCoun-

ty,XunhuaSalaAutonomousCounty.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XinjiangAutonomousCountyare

stablemosqueshighdensitygatheringarea,southwestandnorthwestcounties(cities).Fortheunstable

mosquelowdensityaggregationarea,low-lowaggregationtypewas“flaky”distribution.

Keywords:mosque;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centerofgravity;spatialautocorrelation;Qi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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