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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区植被指数时空变化对

水热条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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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基于三江源区
4"

个站点
!###7!##5

共
4#

年的气温"降水数据和
89:21

#

):%2

"

3%2

$植被指数!重点

探讨三江源区植被指数的年际变化和空间变化对水热条件变化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

4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在

!###7!##5

年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

$近
4#

年内的植被指数均值在
4"

个台站间分布极不均衡&

;

$分年#多台站$

数据分析显示!降水在多数年份表现出与植被指数显著正相关!而气温在所有年份与植被指数都无显著相关性&

<

$分台站#多年$数据分析显示!分别有
=

个和
6

个台站的
):%2

或
3%2

与降水和气温呈显著相关关系%总体看

来!三江源区植被指数的分布及其与水热条件的关系都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同时!植被指数变化对降水的响应

强于气温!降水是影响三江源区植被生长的主导因子%

关键词!

):%2

&

3%2

&降水&气温&时空差异

中图分类号!

>5<"?4

$

14!=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4##4@#$!5

#

!#44

%

#$@4#56@#$

"!

!

三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青藏高原构成

的主体&

4

'

(三江源区是中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

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

障!同时也是中国生态系统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区

之一&

!

'

(草地生态系统是三江源区的主体生态系统

类型!对这一地区乃至全球气候环境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三江源区以高寒植被为主体&

;

'

!群落结构简

单!植被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植被指数是

对地表植被活动的简单)有效的经验度量!分析三江

源区植被指数时空变化对重要气候因子的响应!有

助于准确了解这一地区的植被现状并为预测植被变

化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水热条件#降水和气温%是表征气候最重要的因

子&

<

'

!也是影响植被指数时空异质性的重要因子&

6

'

(

当前!对于三江源区植被指数时空差异及其与水热

条件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两类方法(一类是以三

江源区的整体或部分区域为空间单元!分析其植被

指数在年际间的变化规律及其与水热条件的关

系&

<

!

$@=

'

$另一类是以某一年或连续多年为时间单元!

研究不同采样点间植被指数的分布及其与水热条件

的关系&

"@4#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江源地区植被

指数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44@4!

'

!单独对局部地

区或三江源区整体进行时间动态分析可能会忽略空

间水平上的特殊性!而单独对个别年份进行空间差

异分析则可能忽略时间水平上的异质性细节(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近
4#

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整

体背景下!三江源区气温)降水特征有新的变化!对

这一地区草地植被指数的时空变化可能存在新的影

响(因此!利用最新资料对三江源区植被指数时空

异质性及其与水热因素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是极其

必要的(

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基于
"AB

精度的
)9@

,,@,%C++):%2

指数!

!###

年以来!精度更高

#可达
!6#B

%)对植被具有更高敏感度的
89:21

"

产品#

):%2

和
3%2

%逐渐成为草地监测的主要基

础资料(然而!利用
89:21

产品对三江源地区近

4#

年来植被指数时空变化及其与水热条件的关系

研究!至今未见报道(本研究基于三江源区
4"

个站

点
!###7!##5

共
4#

年的气温)降水和
89:21

#

):%2

)

3%2

%数据!结合多种统计分析方法!重点探

讨三江源区植被指数的年际变化和空间变化对水热

条件变化的响应机制!为这一地区的草地形势预测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

!

资料与分析方法

!(!

卫星遥感影像
!

采用
),1,

"

89:21

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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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TD'!6#B12)SPEN(

%(因为三江源区牧

草生长季为
<

月中旬
75

月下旬!所以选用
!###7

!##5

年
<

月
!;

日
75

月
;#

日合成的
):%2

#

)&P@

BD'EFON:EGGOPOLKO%O

H

OQDQE&L2LNOU

%和
3%2

#

3L@

IDLKON%O

H

OQDQE&L2LNOU

%植被指数时空数据集(

而且三江源区覆盖两景影像!所以每年共有
!#

景影

像(该数据可以从
),1,

,

V21-

数据网站下载!网

址为
IQQ

W

R

*""

XERQ(OKI&(LDRD(

H

&Y

"

D

W

E

"(

!("

气象资料
!

收集了三江源区
4"

个气象台站

#图
4

%

!###7!##5

年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观测数据(

图
!

!

三江源区气象台站分布

!(#

分析方法
!

首先!利用
8+-

#

89:21+O

W

P&@

Z

OKQE&L-&&'

%对每年的原始影像进行同期镶嵌处理!

得到拼接后的
4#

景
):%2

和
4#

景
3%2

影像$而后在

,PKS215(;

中进行投影转换!利用
1

W

DQED',LD'

J

RQ

模

块中的
+DRQOP.D'K['DQ&P

程序分别将
4#

景
):%2

和

4#

景
3%2

影像合并为单景的
):%2

和
3%2

均值影像

#即对影像取平均值%(将
4"

个台站的经纬度信息导

入
,PKS215(;

!使用
3UQPDKQ%D'[ORQ&*&ELQR

工具!从

每年
):%2

和
3%2

均值影像中提取出每个台站每年

的
):%2

像元值和
3%2

像元值(

!!

为了充分探讨植被指数对水热条件的响应规

律!研究分别进行了分年#多台站%和分台站#多年%

数据分析过程(在分析植被指数对水热条件的分年

动态响应时!将每年
4"

个台站的
):%2

像元值和

3%2

像元值以及对应台站的年均温)年降水量在

*,1V4"(#

中进行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等(同

样!在分析植被指数对水热条件的分台站响应时!将

各个台站
4#

年的
):%2

像元值和
3%2

像元值与对

应年的平均气温)降水量在
*,1V4"(#

中进行相关

分析)偏相关分析等(

"

!

结果

"(!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变化

"(!(!

年际变化趋势
!

从三江源区
4"

个台站在

!###7!##5

年植被指数
):%2

和
3%2

的变化趋势

图#图
!

%中可以发现!

):%2

和
3%2

的走势基本一

致!不同的植被指数在反映三江源区植被变化时具

有很高的相关性#

!

!

\#(5;5

%和同步性(从植被指

数的线性趋势线可以看出!三江源区近
4#

年来植被

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2

和

3%2

与年份的
1

W

ODPBDL

相关性较弱 #

!

):%2

\

#(<;#

!

!

3%2

\#(;!4

!

"

#

#(!##

%!推测可能是三江源

区植被指数的年际波动幅度较大所致(

"(!("

空间分布差异
!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存在很大

的空间差异!值最大的清水河台站和值最小的五道

梁台站的
):%2

)

3%2

值分别相差
<;"#(;#

和

;!;!($#

#图
;

%(将
4"

个台站按地理位置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台站!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
):%2

均值分别为
<#6#(;=

)

;6#!("6

和
!464(=!

!

3%2

均值分别为
!$";(4$

)

!;54(<6

和
4;$<(5!

!呈

现出相同的规律!即由东向西逐渐降低(而在区域

内部!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如中部地区的班玛

台站其
):%2

和
3%2

分别是兴海台站的
!(<"

和

!(!!

倍(

"("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变化对水热条件的响应

"("(!

植被指数年际变化对水热变化的响应
!

从

!###7!##5

年
4"

个台站年均降水)气温与对应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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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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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期%

图
"

!

三江源区
$%&'

"

(&'

在
")))*"))+

年的变化趋势

图
#

!

三江源区
!,

个台站
$%&'

"

(&'

的空间差异

站
):%2

)

3%2

值的直接相关和偏相关结果#表
4

%

来看!

):%2

)

3%2

与降水和气温在每一年的相关性

显著程度都不同!表现出较明显的时间差异(

):%2

)

3%2

在除了
!##!

年的其他所有年份!与降水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降水是影响近
4#

年三江源区植

被的主导因子(同时!

):%2

)

3%2

在
4#

年内与气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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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
!,

个台站年平均降水"气温和植被指数的相关性

年份
降水

):%2 3%2

降水#偏相关%

):%2 3%2

气温

):%2 3%2

气温#偏相关%

):%2 3%2

!### #(6$!

"

#(644

"

#(<54

"

#(<!!LR #(!6$LR #(!<6LR 7#(#;!LR 7#(#4;LR

!##4 #($#$

""

#($;=

""

#($#"

""

#($#<

"

#(!$$LR #(;#6LR 7#(4"!LR 7#(!45LR

!##! #(455LR #(4;6LR #(!4#LR #(45"LR #(45<LR #(4;!LR 7#(!<"LR 7#(4"=LR

!##; #(654

""

#(66#

""

#(6$<

"

#(6<#

"

#(45;LR #(4<=LR 7#(4$<LR 7#(!##LR

!##< #($5=

""

#(=4=

""

#($5=

""

#($==

""

#(4=!LR #(4!5LR 7#(#6<LR 7#(46$LR

!##6 #(6;"

"

#(66!

"

#(64#

"

#(6!=

"

#(4;6LR #(#6"LR 7#(44!LR 7#(!6#LR

!##$ #(66#

"

#(6!;

"

#(<;"LR #(<<;LR #(4!4LR #(#5$LR 7#(#$$LR 7#(46$LR

!##= #($;;

""

#(=#5

""

#($$$

""

#($5"

""

#(446LR #(4#!LR 7#(#;"LR 7#(46;LR

!##" #($="

""

#($<=

""

#($"4

""

#($$!

""

#(!!!LR #(4<;LR 7#(4!5LR 7#(!;=LR

!##5 #(<="

"

#(644

"

#(;$!LR #(;=5LR #(4=!LR #(4!=LR #(4<=LR #(#<;LR

!

注*

""

表示相关极显著#

"

$

###4

%$

"

表示相关显著#

"

$

#(#6

%$

LR

表示相关不显著#

"

#

#(#6

%(下表同(

的相关关系都不显著!偏相关结果又显示相关关系

为负值!表明近
4#

年来!气温对三江源区植被的影

响较小!而且是负向影响(

"("("

植被指数空间分布差异对水热变化的响应
!

从
4"

个台站
!###7!##5

年年均降水)气温与对应

年的
):%2

)

3%2

值的直接相关和偏相关结果#表
!

%

来看!在三江源区这个大区域内!各个台站植被指数

与水热条件的相关显著性各不相同!有的台站相关

性极显著!有的则不显著!其中分别有
=

个和
6

个台

站的
):%2

或
3%2

与降水和气温呈显著相关关系!

表现出很大的空间差异(降水和气温对植被指数的

影响仍然不同!多数台站植被指数与降水的相关性

表
"

!

!,

个台站
")))*"))+

年年平均降水"气温和植被指数的相关性

站点
降水

):%2 3%2

降水#偏相关%

):%2 3%2

气温

):%2 3%2

气温#偏相关%

):%2 3%2

班玛
!

#(<<!LR #(!5=LR #(<4<LR #(!$$LR #(<=#LR #(;5#LR #(;4<LR #(!6<LR

达日
!

7#(<66LR 7#(;5<LR 7#(<=6LR 7#(!!;LR 7#(;4"LR 7#(!!$LR 7#(!!$LR 7#(;#=LR

甘德
!

#(<$=LR #(6""LR #(<$<LR #($=#

"

#(#$4LR #(4"!LR #(#6$LR #(#5=LR

果洛
!

#(;6"LR #(6!=LR #(<";LR #(666LR #(#4!LR #(#$=LR 7#(46$LR 7#(4=6LR

河南
!

#($$4

"

#(6!=LR #(6!$LR #(;66LR #(;4=LR #(<5<LR #(4<#LR #(!!6LR

久治
!

7#(<66LR 7#(=;;

"

#(!"4LR 7#(#46LR 7#(6"6LR 7#($==

"

7#($6$LR 7#(6;<LR

玛多
!

#(=6"

"

#($$4

"

#(=$4

"

#($=#

"

#(#66LR #(4;<LR 7#(<6"LR 7#(;!"LR

囊谦
!

#(<4"LR #(<4"LR #(;;!LR #(;!#LR 7#(<#5LR 7#(<=#LR 7#($44LR 7#($5!

"

清水河
#($$4

"

#($##LR #(66$LR #(<5<LR #(4$6LR #(!!#LR #(#64LR #(4#$LR

曲麻莱
#(=6"

"

#(=#5

"

#($$5

"

#($#5LR #($$5

"

#($5;

"

#($="

"

#($;6LR

同德
!

#(=<6

"

#(<<!LR #(=4$

"

#($!5LR 7#(!!=LR 7#(<$#LR 7#(#"=LR 7#(6#5LR

沱沱河
#(446LR #(#!<LR #(#=5LR 7#(4!=LR 7#(6$<LR 7#($5;

"

7#($$4LR 7#($"5

"

五道梁
7#(446LR 7#(;=#LR 7#(4;;LR 7#(!<<LR #(#;#LR 7#(#5"LR #(!!"LR #(44#LR

兴海
!

#(;!4LR #(;!4LR #(!$;LR #(4#!LR 7#(4=!LR #(;<6LR 7#(#";LR #(4!"LR

玉树
!

#(;!4LR #(!;$LR #(<<!LR #(;5"LR 7#(!#=LR 7#(;4$LR 7#(<4#LR 7#(664LR

杂多
!

#($!<LR #(6;5LR #("=6

""

#(==4

"

#(;";LR #(<=<LR #(=<!

"

#(=#6

"

泽库
!

#(<$=LR #(<=5LR #(65$LR #($;!LR 7#(!5;LR 7#(;$$LR 7#(=$#

"

7#($<<LR

治多
!

#(<#$LR #(;;;LR #(;6;LR #(4$!LR #(##$LR 7#(#;#LR 7#(!";LR 7#(4!!LR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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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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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

学 #第
!"

卷
#$

期%

好于气温#如玛多%!也有台站气温的相关性好于降

水#如班玛%!有的则是降水和气温的相关显著性都

较高#如曲麻莱%!总体而言!三江源区降水与
):@

%2

)

3%2

的相关性好于气温(

#

!

讨论与结论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在
!###7!##5

年间呈明显

上升趋势!降水和气温也是逐渐增加和升高!这表

明!三江源区在
!###7!##5

年间植被状况逐渐恢

复!植被指数总体上对水热条件的响应很高(同时!

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4"

个台

站的
):%2

和
3%2

值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
6

$

$

倍!区域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植被指数呈从东部往

西部逐渐降低的趋势!降水)气温均值也是逐渐降

低!区域之间植被指数对水热条件有很好的响应(

因此认为!三江源区地处高寒地区!气候条件恶劣!

特别是进入
!4

世纪以来!降水和气温的大幅度波动

和不确定性对植被指数的时空差异影响很大(

基于不同年份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江源区

植被指数与水热条件的相关性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降水在某些年份与植被指数呈极显著相关!而在有

的年份却不显著!因此认为!有些研究用某一年或一

个时间段的数据分析水热条件对该区植被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将每年
4"

个

台站的气温和降水取均值后与对应年的年均
):@

%2

)

3%2

值进行直接相关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相关性都不显著$可见!植被指数对水热条件响应规

律的时间异质性也随空间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如若

将三江源区大面积范围内的植被指数看作一个整体

进行分析!也可能发生误判的情况(分台站的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植被指数与水热条件的相关性在三

江源区
4"

个台站间各不相同(如果片面地选取整

个三江源区或某个局部地区进行分析!很容易导致

错误的结论(将每个台站
4#

年的降水)气温取均值

后与
):%2

)

3%2

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不显著!

可见!空间异质性也有时间段的差异(综上所述!鉴

于三江源区植被指数及其对水热条件响应规律具有

严重的时空差异!在这一地区进行相关分析时应充

分考虑研究对象的时空特性(

唐红玉等&

<

'和陈琼等&

=

'研究显示!气温是影响

三江源区植被生长的主导因子(而本研究表明!降

水对三江源区植被时空变化的影响大于温度!即降

水才是影响三江源区植被变化的主导因子(由于之

前的相关研究所用的植被指数为
"AB

的
):%2

数

据!而本研究结合
!6#B

的
):%2

和
3%2

数据同时

进行分析!精度和数据量都高于前者!结果应更能反

映真实规律(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分年份!还是分

台站!都发现降水总体上对植被指数呈正向影响!而

气温总体上呈负向影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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