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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分距平指数的2006年四川盆地东部特大干旱遥感响应分析 

张文江①, 陆其峰②, 高志强③, 彭建④ 

①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成都 610065;  
②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北京 100081;  
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④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针对四川盆地东部的2006年特大干旱, 分析MODIS遥感观测资料对旱情的响应, 以探求区域干旱遥感监测的可操作

性方案. 首先, 依据地面气象和水文观测初步估算了旱情的发展过程和空间分布范围, 利用MODIS产品计算了

2001~2006年夏季每8天的地表水分遥感指数; 然后, 构造并计算了地表水分距平遥感指数, 用之检验了四川盆地东

部特大干旱的遥感响应; 最后, 基于地表水分距平遥感指数分析了不同植被覆盖类型对干旱的敏感性. 研究结果表

明: 该距平指数对水分盈缺敏感, 优于基于绝对含水量的遥感监测方法, 准确提取了四川盆地东部2006年特大干旱

的时空格局, 重建了旱情的发展和消退历程, 同相关旱情统计比较吻合. 同干旱的地面监测比较, 该方法不仅考虑了

局地需水持水特性, 而且克服了观测站点的空间代表性局限, 能快速提供区域旱情的详细空间分布, 因此为区域干旱

的日常监测提供了一个具可操作性的实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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