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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植被 /温度特征的黄土高原地表水分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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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表水分是监测土地退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 是气候 、水文 、生态 、农业等领域的主要参数。选择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作为研

究区域 , 首先采用基于植被覆盖特征的植被状态指数(VegetationConditionIndex, 简称 VCI)和基于地表温度特征(LandSurface

Temperature, 简称 Ts)的温度状态指数(TemperatureConditionIndex, 简称 TCI)分别评价了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变化。在此

基础上分析了植被指数与地表温度特征线性关系的季节变化规律 ,计算了基于两者经验关系的地表干燥度指数(Temperature-

VegetationDrynessIndex, TVDI)。该指数对 Ts/NDVI特征空间的生态特征的解释 , 对土壤和作物的水分含量具有综合的指示意

义。文中利用该指数综合评价了研究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时空分布差异 , 进一步对 VCI、TCI与 TVDI相关关系的季节变化进

行比较分析 , 并结合气候因子进行了相关验证 , 从而对不同指数的应用范围做出判定。 研究结果表明 ,单独采用 TCI或 VCI表

征地表水分会受到明显的季节影响 ,而 TVDI能在不同季节综合体现植被覆盖和地表温度特征对地表水分的影响 , 从而能较好

的反映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时空变化特征。各区域的 TVDI值季节分布上皆为 4 ～ 7月份高于 10 ～翌年 1月份 , 但各区 TVDI

值的季节变化则存在显著不同 ,而各流域内部 TVDI值的空间变异性也存在季节差异 ,其中在 10月份较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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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getationcoverageandsurfacetemperatureareimportantparameterstodescribecharactersoflandcovers, and

canprovideinformationonvegetationandmoistureconditionsatthesurface.Thepresentpaperaimsatdemonstratinghow

Terra/MODISdatamaybeusedtoestimatespatialpatternsofsoilmoisture, akeyvariableindistributedhydrological

models.Thebasicapproachistointerprettheso-calledTs/NDVIspaceintermsofsurfacesoilmoisturestatus.Threekinds

ofindex, suchasvegetationconditionindex(VCI), temperatureconditionindex(TCI)andasimplifiedland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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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nessindex(TemperatureVegetationDrynessIndex, TVDI)basedonanempiricalparameterisationoftherelationship

betweensurfacetemperatureandvegetationindexaresuggested.Theseindexesarerelatedtosoilmoistureand, in

comparisontoexistinginterpretationsoftheTs/NDVIspace, areconceptuallyandcomputationallystraightforward.These

indexesarebasedonsatellite-derivedinformationonly, andthepotentialforapplicationisthereforelarge.

Using36 Terra/MODISimagesfrom 2003 ofthesemiaridNorthShaanxiLoessPlateau, NDVI(MOD11)andTs

(MOD13)wereinvestigatedasindicatorsofvegetationabundanceandlandsurfacetemperature.Toexaminesoilmoisture

conditionsatthesurface, thespatialpatternandtemporalevolutioninVCI, TCIandTVDIwasanalysedwithTsand

NDVI.Theresultswere:(1)LandsurfacemoisturerepresentedbyVCIorTCIseparatelycouldnoteliminatetheeffects

causedfromseasonalchangeofTsandNDVI.However, TVDI, derivedfromanalysisofthetemperature/vegetationindex

spaceandcreatedbyintegratedanalysesofthesetwokindsofdata, helpedtodeterminemainprinciplesofthetemporaland

spatialvariationofsurfacesoilmoisture.(2)FromtemporalevolutionofTVDI, itcouldbeinferredthatthetrendinTVDI

ishighvaluesinthedryseason(springorautumn)andlowvaluesintherainyseason(summerorwinter).(3)Spatial

evolutionofTVDIindicatesthatsurfacesoilmoistureofeachregionhasitsownseasonalrhythm.MeanTVDIinthe

northernregionincreasedrapidlyfromwintertospringanddecreasedfromsummertoautumninsouth;inthemiddleand

west, theincrementofTVDIfromwintertospringwasalmostequaltodecrementfromsummertoautumn.(4)Similarly,

spatialvariationofsurfacesoilmoistureinwatershedswasseasonal.Typically, inOctoberthevariationinTVDIwas

greatestinmostwatersheds, especiallyinnorth.

KeyWords:TVDI;landsurfacemoisture;LoessPlateau

地表水分是监测土地退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气候 、水文 、生态 、农业等领域的主要参数 ,在地表与大气界

面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中起重要作用
[ 1 ～ 3]
。基于小范围内的采样数据来预测地表水分的程度及分布范围对于

区域以及全球尺度的研究而言 ,可操作性不强 ,要实现大范围内的地表水分监测 ,还需要借助遥感技术
[ 4 ～ 6]

。

近年来 ,基于遥感技术的地表水分估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森林火灾中对树木可燃性的评估
[ 7, 8]
、水文模型的

参数验证
[ 9]
以及沙漠化或干旱对植被的水分压力的估测等

[ 10]
。

目前遥感监测地表水分的方法主要通过实际蒸散和潜在蒸散比值计算作物缺水指数(CropWaterStress

Index,简称 CWSI)评价土壤水分状况
[ 11 ～ 13]

,但是该比值只适用于裸土或稀疏植被覆盖
[ 14]
。在植被覆盖条件

下 ,通常采用其他的方法代替 ,例如利用时间序列植被指数构建的植被状态指数(VCI)
[ 15]
, 温度状态指数

(TCI)
[ 16]
,以及 McVicar等

[ 17]
建立的归一化温度指数(NormalizedDifferenceTemperatureIndex,简称 NDTI),

其中 NDTI能很好地描述土壤供水能力 ,对变化的环境反应比 NDVI灵敏
[ 18]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结合植被

指数和地表温度研究区域地表水分状况会得到更加合理的结果
[ 19, 20]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Sandholt等
[ 21]
基

于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的关系 ,提出的温度植被干旱指数(TVDI)。

利用 TVDI反映地表水分状况的原理主要是植被状态及其水分压力可以通过热红外波段和可见光 /近红

外比值之间的互补性得到很好地表现
[ 18]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样点在地表温度 /植被指数空间中的位置受很

多因素影响
[ 14]
,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对土壤-植被-大气传输模型(soil-vegetation-atmospheretransfer,简称

SVAT)的模拟结果的研究
[ 21, 22]

。利用 SVAT模型可以估算地表温度 /植被指数特征空间的形状
[ 23]
,进而结合

对该特征空间生态特征的解释可以构建对土壤和作物水分含量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的 TVDI指数
[ 18, 24]

。通

过与地面采样获取的地表水分比较可以发现 TVDI所表征的地表水分空间分布及细节变化更为显著
[ 25, 26]

。

本文选择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作为研究区域 ,首先采用基于植被覆盖特征的 VCI指数和基于地表温度特

征的 TCI指数分别评价了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变化;其次分析了植被覆盖与地表温度特征线性关系的季

节变化 ,在此基础上采用能同时反映植被 /温度特征的 TVDI指数 ,从而综合评价了植被 /温度特征对黄土高

原区地表水分状况季节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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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处陕西省北部 ,东经 107°28'至 111°15' ,北纬 35°21'至 39°34'间 ,东隔黄河 ,与山西省相望;西

以子午岭为界 ,与宁夏 、甘肃接壤;北邻内蒙;南接渭南 、铜川 、咸阳三市 。全区总面积 80606km
2
,分属延安和

榆林市 ,下辖 25个县区 、385个乡镇 、9110个行政村 。全区属暖温带和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

明 。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气温除随纬度的增加而降低外 ,地势高低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通常高温出现在黄土高

原的东南部和低平地区 ,低温出现在西北部和较高的山区 。区内东南部 ,年均气温一般在 12.5℃以上 ,局部

地区可达 14.3℃,西北部和北部地区一般在 2.5℃以下。 7月份平均气温大多超过了 22℃, 1月份平均气温各

地变化在 -1 ～ 16℃之间
[ 27, 28]

。

图 1　研究区流域划分

Fig.1　Thelocationofstudyareaandidentificationofwatershed

本区植被类型多样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随着气候特征的带状更迭 ,植被变化从东南向西北 ,由森林

草原 、干草原 、荒漠草原依次出现。森林草原主要分布在洛河中游地区 ,植被为白羊草 、铁杆蒿 、艾蒿 、长芒草

为优势组成的草甸草原或草原 。沙棘 、荆条 、酸枣 、狼牙刺等较耐旱的灌木比较发达 ,侧柏 、油松等耐旱树种在

林地中分布十分普遍 。干草原主要分布在窟野河 、无定河中下游 、洛河上游等地区。荒漠草原分布在孤山川 、

无定河上游等地区。由于该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 ,强度大 ,自然植被破坏比较严重 。目前该区的森林覆盖率

不足 10%,坡耕地面积所占比例较大 ,导致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29]
。

由于流域具有相对明确的自然边界 ,同时也是完整的景观生态系统
[ 26, 27]

。为更好地反映景观格局及过

程的动态变化 ,本文以流域作为基本研究单元 。首先基于 1∶5万的数字地形图 ,利用 ArcGIS平台的水文分析

功能划分了研究区的主要流域 ,依次为北部区域内的孤山川 、窟野河 、秃尾河 、佳芦河 、榆溪河流域 ,西部区域

的无定河上游 、头道川 、洛河上游及部分内陆河流域 ,中部区域的清涧河 、大理河 、无定河中 、下游 、延河上 、下

游流域及南部区域的云岩河 、仕望河 、洛河中游 、葫芦河 、沮水流域等(图 1)。

2　数据及处理方法

2.1　数据预处理

在研究中 ,为了精确评价研究区植被 /温度特征的空间分布 ,本研究使用国家农业部资源遥感与数字农业

重点开放实验室提供的 Terra/MODIS数据产品 ,包括地表温度和 NDVI植被指数两种产品格式 ,空间分辨率

分别为 1000m和 250m,影像为 2003年逐旬合成数据。数据预处理主要利用 ENVI遥感影像处理平台 ,对照

1∶5万地形图选取控制点 , 进行几何精校正 , 误差在半个象元以内。采用双标准纬线等积圆锥投影

(ALBERS), 椭球体为 KRASOVSKY, 坐标系为 Beijing1954。通过与陕北黄土高原区行政边界掩膜

(MASKING)处理 ,得到研究区范围内各时相的遥感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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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植被指数的地表水分估测模型

由于从植被指数反演出的土地表面绿度与植物的生长状态及其密度密切相关 ,因此 ,植被指数可用于监

测对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 ,尤其是对地表水分环境的监测
[ 4]
。影响植物生长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气候 、土壤 、

天气和人类活动等 ,在这些因素中 ,在一定的连续时间内 ,可以认为气候和土壤处于相对不变的状态 ,只有天

气变化对植物生长具有短期的效应。因此 ,植被指数可用于表示植物的水分状况
[ 14]
。在应用植被指数测量

地表水分状况的研究中 ,较有代表性的为植被状态指数 VCI,应用 VCI动态监测地表水分变化的范围比应用

其它方法如 NDVI和降水量的监测更有效 ,同时认为 NDVI适用于研究大尺度范围的气候变异 ,而 VCI适用于

估算区域级的干旱程度
[ 6]
。植被状态指数的定义为

[ 15]
:

VCI=
NDVIi-NDVImin
NDVImax-NDVImin

×100 (1)

式中 , NDVIi为某一特定年第 i个时期的 NDVI值 , NDVImax和 NDVImin分别代表所研究年限内第 i个时期

NDV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式中的分母部分是在研究年限内第 i个时期植被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 ,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

NDVI的最大变化范围 ,反映了当地植被的生境;分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表示了某一特定年第 i个时期的当地

气象信息 ,若 NDVIi和 NDVImin之间差值小 ,表示该时段植物长势很差 ,此时 VCI偏低 ,地表水分状况较差。

2.3　基于地表温度的地表水分估测模型

地表温度是控制地球表面大多数物理 、化学和生物过程的参数之一 ,对裸土来说地表温度指的是土壤表

面温度 ,浓密植被覆盖的地表温度可以认为是植物冠层的表面温度 。植物冠层温度升高是植物受到水分胁迫

和干旱发生的指示器 ,这是因为植物叶片气孔的关闭可以降低由于蒸腾所造成的水分损失 ,进而造成地表潜

热通量的降低 ,从而将导致地表感热通量的增加 , 而感热通量的增加又进一步造成植被冠层温度的升

高
[ 11, 12]

。因此 ,地表温度可用于对地表水分状况的监测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 TCI与 NDTI
[ 4, 19]

。TCI的定义

与 VCI的定义相似 ,但它强调了温度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即高温对植物生长不利 。TCI的定义为
[ 16]
:

TCI=
Tsi-Tsmin
Tsmax-Tsmin

(2)

式中 , Tsi为某一特定年第 i个时期的地表温度值 , Tsmax和 Tsmin分别表示所研究年限内第 i个时期地表温

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TCI愈大 ,表示愈干旱 。TCI的缺点是未考虑白天的气象条件 ,如净辐射 、风速 、湿度等

对热红外遥感的影响及地表温度的季节性变化
[ 28]
。

2.4　基于 Ts/NDVI特征空间的地表水分估测模型

如果单独以遥感获取的地表温度作为指标 ,在植被覆盖不完全条件下 ,较高的土壤背景温度会严重干扰

土壤湿度信息
[ 4]
。植被指数提供了绿色植被的生长状况和覆盖度信息 ,如果结合光谱植被指数和陆表温度

的综合信息监测土壤湿度 ,可消除土壤背景的影响
[ 33]
。

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各种空间尺度和时间分辨率的地表温度和植被指数的关系 ,发现 Ts和 NDVI之间存在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34, 35]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对于水分条件良好的地表 ,地表温度和 NDVI的关系与地表土

壤水分(土壤水分增加可以加大土壤的热惯量)更为直接相关 ,而不是作为对潜在热能的限制性控制
[ 36]
。相

关研究表明 ,以 NDVI和 Ts为横纵坐标的散点图呈三角形
[ 34, 35]

或梯形
[ 14]
。Sandholt等基于上述关系 ,提出了

温度植被干旱指数(TVDI)估测土壤表层水分状况
[ 18]
。相关研究认为 ,在相同大气和地表湿度状况下 ,不同

的地表类型有着不同的 Ts/NDVI斜率和截距
[ 20]
。

图 2展示了 Ts/NDVI特征空间的概念框架 ,主要体现了 Ts与 NDVI的关系 。左侧边代表了不同湿度的裸

土的温度变化 ,横轴代表随着植被绿度的上升 ,最大地表温度下降 。斜边表示在干旱条件下 ,对于某一给定的

地表类型和气候条件 ,地表温度所能达到的极限 ,可通过在 Ts/NDVI特征空间中定义等值线来代表不同的干

旱程度 。例如 , TVDI值为 1是干边(Dryedge),代表有限的水分供应;TVDI值为 0则是湿边(Wetedge),具有

最大的土壤蒸发蒸腾总量和无限的水分供应。 TVDI的计算公式为:

4566 　 生　态　学　报　　　 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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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VDI原理示意图 [ 14]

Fig.2　DefinitionoftheTVDI[ 14]

TVDI=
Ts-Tsmin

a+bNDVI-Tsmin
(3)

式中 , Tsmin为三角形中最小的地表温度 ,定义了相应

的湿边 , Ts为给定像元的观测温度 , NDVI为观测的归一

化植被指数值 , a和 b分别为定义干边的线性拟合方程

(Tsmax=a+bNDVI)中的参数 , Tsmax为给定 NDVI值下的

最大地表温度。通过在从湿到干 、从裸土到全植被覆盖

的各种条件下 ,对大范围区域内的像元采样来估算参数 a

和 b。

需要指出的是 ,像元在 Ts/NDVI特征空间位置受到

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 , TVDI的计算主要取决于 Ts和

NDVI;而稀疏植被地区的 Ts和 NDVI的提取同时受到土

壤和植被的影响而变得更为复杂
[ 18, 19]

,更重要的是 Tsmax

与 NDVI的线性关系随着季节不同发生显著的变化 (图

3),直接影响对参数 a和 b的估计 。

图 3　Tsmax与 NDVI各月线性关系

Fig.3　LinearrelationshipsbetweenTsmaxandNDVIinmonths

3　结果与分析

3.1　VCI的时空分布

本文基于 MODIS数据的植被指数产品 ,计算了研究区逐旬的 VCI数据集(图 4)。统计结果表明(表 1),

VCI均值的季节变化并不显著 ,其中在植被生长季节(5 ～ 8月份)均处于 0.2 ～ 0.4之间 ,表明期间植被生长

均不同程度受到水分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 , VCI方差的季节变化也不甚明显 ,仅在植被生长季节略高于其他

月份 ,表明期间植被生长受约束程度空间差异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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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地表土壤水分特征的空间分布(2003)

Fig.4　Distributionoflandsurfacewaterstatusinstudyarea(2003)

为研究 VCI的时空分布规律 ,对各流域 VCI的均值和方差的统计结果表明(表 1),北部区域秃尾河和榆

溪河流域一月的 VCI均值高于其他流域 ,变化范围多在 0.20 ～ 0.45间 ,各流域 VCI方差值均在 0.1左右;4月

份各流域均值维持在 0.25 ～ 0.35间 ,方差值下降到 0.05左右;7月份各流域均值基本在 0.25左右 ,方差值保

持不变;10月份除佳芦河流域有所上升外 ,均值保持在 0.25左右 ,方差值稍有下降。南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

的 VCI均值多在 0.45左右 ,方差值也在 0.10左右;4月份均值略有下降至 0.40左右 ,方差值基本保持不变;7

月份均值则大幅上升至 0.60 ～ 0.70间 ,方差值也有所上升;10月份各流域的均值下降至 0.60左右 ,而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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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回复至 0.10左右 。西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在 0.30 ～ 0.40间 ,方差值也在 0.1左右;4月份均值下降

至 0.25 ～ 0.30间 ,方差值亦降至 0.05以下;7月份均值回升至 0.30左右 ,方差值略有上升;10月份均值基本

维持不变 ,方差值维持在 0.05左右 。中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在 0.20 ～ 0.30间 ,方差值也在 0.10以

下;4月份均值略有下降 ,方差值亦降至 0.05以下;7月份均值进一步上升至 0.30 ～ 0.40左右 ,方差值在 0.10

以下;10月份均值略有上升 ,方差值则小幅下降。

表 1　研究区各流域 VCI的统计值

Table1　StatisticsofVCIinwatershedsinstudyarea

项目 Item

北部区域 Northpart

孤山川

N1
窟野河

N2
秃尾河

N3
榆溪河

N4
佳芦河

N5

南部区域 SouthPart

云岩河

S1
洛河中游

S2
葫芦河

S3
仕望河

S4
沮水

S5

1月 均值 Mean 0.27 0.32 0.45 0.51 0.22 0.40 0.47 0.47 0.43 0.53

Jan. 方差 Variance 0.09 0.11 0.15 0.11 0.07 0.08 0.10 0.07 0.10 0.12

4月 均值 0.31 0.32 0.28 0.27 0.24 0.34 0.40 0.40 0.38 0.45

Apr. 方差 0.05 0.06 0.05 0.03 0.06 0.06 0.08 0.06 0.07 0.09

7月 均值 0.26 0.27 0.26 0.29 0.25 0.51 0.60 0.69 0.66 0.74

Jul. 方差 0.04 0.04 0.08 0.11 0.04 0.13 0.12 0.09 0.15 0.09

10月 均值 0.25 0.25 0.26 0.26 0.30 0.49 0.55 0.60 0.62 0.70

Oct. 方差 0.03 0.03 0.05 0.03 0.05 0.09 0.10 0.07 0.11 0.10

项目 Item

西部区域 Westpart

头道川

W1

洛河上游

W2

内陆河

W3

无定河

上游 W4

中部区域 Middlepart

清涧河

M1

大理河

M2
无定河中游

M3

无定河下游

M4

延河上游

M5

延河下游

M6

1月 均值 Mean 0.33 0.33 0.40 0.40 0.27 0.27 0.23 0.23 0.30 0.29

Jan. 方差 Variance 0.06 0.08 0.10 0.13 0.07 0.06 0.05 0.05 0.07 0.08

4月 均值 0.27 0.29 0.26 0.26 0.25 0.23 0.23 0.23 0.26 0.28

Apr. 方差 0.02 0.04 0.03 0.04 0.03 0.04 0.05 0.03 0.04 0.06

7月 均值 0.31 0.34 0.32 0.28 0.31 0.23 0.25 0.24 0.31 0.38

Jul. 方差 0.06 0.07 0.08 0.09 0.04 0.04 0.08 0.05 0.07 0.08

10月 均值 0.30 0.36 0.26 0.28 0.31 0.28 0.29 0.33 0.34 0.38

Oct. 方差 0.04 0.06 0.04 0.04 0.04 0.03 0.04 0.04 0.06 0.06

3.2　TCI的时空分布

基于 MODIS数据提取的地表温度 ,计算了研究区逐旬的 TCI数据集(图 4)。 TCI均值的季节变化则较为

显著 ,在植被生长季节均处在 0.4以上 ,其中 5月份达 0.55,表明期间地表蒸发强烈 ,导致地表水分条件较

差 ,而其他月份均在 0.25左右 ,此时地表水分相对较为湿润;另一方面 , TCI方差在植被生长季节较高 ,普遍

在 0.15以上 ,表明期间地表水分状况的区域内部差异较大 。

为研究 TCI的时空分布规律 ,对各流域 TCI的均值和方差的统计结果表明(表 2),北部区域各流域 1月

份的 TCI均值在 0.10 ～ 0.20间 , TCI方差值均在 0.05左右;4月份各流域均值上升至 0.50左右 ,方差值上升

到 0.05 ～ 0.10间;7月份各流域均值基本维持不变 ,方差值则略有下降;10月份回落至 0.40以下 ,方差值上

升至 0.10 ～ 0.25间 。南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为 0.30 ～ 0.35间 ,方差值均在 0.05左右;4月份各流域均

值上升至 0.55 ～ 0.60间 ,方差值略有上升;7月份各流域均值明显回落至 0.35以下 ,方差值则基本不变;10

月份进一步降至 0.10 ～ 0.2间 ,方差值差别较大 ,取值在 0.05 ～ 0.15间不等 。西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

在 0.25 ～ 0.35间 ,方差值也在 0.1以下;4月份均值上升至 0.50 ～ 0.55间 ,方差值则基本不变;7月份均值除

无定河上游流域外均下降至 0.50以下 ,方差值变化很小;10月份均值则进一步降至 0.36以下 ,方差值上升

至 0.10以上 。中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在 0.20 ～ 0.30间 ,方差值均在 0.05左右;4月份均值则大幅上

升至 0.40以上 ,方差值轻微上升至 0.05 ～ 0.10间;7月份清涧河与延河流域的 TCI均值有所下降 ,其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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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继续上升 ,而方差值基本维持不变;10月份各流域均值明显下降 ,方差值保持在 0.10以下。

表 2　研究区各流域 TCI的统计值

Table2　StatisticsofTCIinwatershedsinstudyarea

项目 Item

北部区域 Northpart

孤山川

N1
窟野河

N2
秃尾河

N3
榆溪河

N4
佳芦河

N5

南部区域 SouthPart

云岩河

S1
洛河中游

S2
葫芦河

S3
仕望河

S4
沮水

S5

1月 均值 Mean 0.09 0.11 0.13 0.17 0.18 0.31 0.33 0.33 0.35 0.36

Jan. 方差 Variance 0.04 0.04 0.05 0.05 0.04 0.05 0.07 0.04 0.07 0.04

4月 均值 0.51 0.54 0.53 0.54 0.48 0.56 0.57 0.58 0.56 0.56

Apr. 方差 0.05 0.09 0.08 0.09 0.09 0.09 0.07 0.06 0.07 0.06

7月 均值 0.42 0.50 0.56 0.58 0.56 0.34 0.25 0.19 0.27 0.17

Jul. 方差 0.08 0.06 0.06 0.07 0.07 0.07 0.05 0.05 0.09 0.04

10月 均值 0.31 0.37 0.31 0.22 0.25 0.14 0.17 0.15 0.12 0.16

Oct. 方差 0.23 0.21 0.19 0.12 0.19 0.04 0.15 0.09 0.09 0.12

项目 Item

西部区域 (Westpart)

头道川

W1

洛河上游

W2

内陆河

W3

无定河

上游 W4

中部区域 (Middlepart)

清涧河

M1

大理河

M2
无定河中游

M3

无定河下游

M4

延河上游

M5

延河下游

M6

1月 均值 Mean 0.35 0.31 0.33 0.24 0.28 0.27 0.18 0.23 0.31 0.29

Jan. 方差 Variance 0.08 0.06 0.06 0.06 0.05 0.05 0.04 0.05 0.06 0.06

4月 均值 0.53 0.54 0.51 0.51 0.53 0.49 0.50 0.44 0.54 0.56

Apr. 方差 0.08 0.07 0.07 0.08 0.10 0.06 0.06 0.09 0.07 0.08

7月 均值 0.40 0.35 0.47 0.54 0.44 0.51 0.53 0.58 0.34 0.38

Jul. 方差 0.07 0.06 0.07 0.09 0.06 0.06 0.05 0.07 0.06 0.07

10月 均值 0.27 0.24 0.35 0.36 0.14 0.24 0.20 0.13 0.23 0.14

Oct. 方差 0.11 0.09 0.13 0.16 0.07 0.10 0.09 0.03 0.09 0.07

3.3　Tsmax与 NDVI线性关系的季节变化

采用光谱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的综合信息监测地表水分 ,必须首先确定在不同的季节 ,某一植被覆盖条

件下 ,最大可能的地表温度 ,从而确立定义干边的线性拟合方程参数。

从对研究区像元随机采样的统计结果分析来看 ,在一月 , NDVI与 Tsmax呈现正相关关系(图 3a),当 NDVI

值每上升 10(0 ～ 255), Tsmax升高 1.6℃,两者相关系数高达 0.83。表明在冬季月份 ,植被覆盖较好的地区 ,地

表温度相应也较高。这主要是因为期间南部的平均气温要明显高于北部 ,而植被覆盖良好的南部地区其水分

条件也相应较好 ,从而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两者叠加使得 Tsmax与 NDVI呈现正相关关系 。

在 4月份 , NDVI与 Tsmax呈现的相关程度较低(图 3b),当 NDVI值每上升 10, Tsmax升高 0.6℃,两者相关系

数仅 0.19。主要是因为此时研究区北部的气温要略高于南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南部植被覆盖的保温效果 ,

两者共同作用导致 Tsmax与 NDVI几乎不相关 。

在 7月份 , NDVI与 Tsmax呈现负相关关系(图 3c),当 NDVI值上升每上升 10, Tsmax下降 2.0℃,两者相关系

数高达 0.95。表明在夏季月份 ,植被覆盖较好的地区 ,地表温度相应也较低 。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研究区北部

的气温要显著高于南部 ,而植被覆盖良好的南部地区水分条件也相应较好 ,其蒸发效应起到了降温的作用 ,两

者共同作用使得 Tsmax与 NDVI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在 10月份 , NDVI与 Tsmax的相关关系亦偏低(图 3d),当 NDVI值每上升 10, Tsmax升高 0.7℃,两者相关系

数仅 0.35。表明在秋季月份 ,植被覆盖的程度与地表温度的线性关系并不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研究区

南北的气温差异并不显著 ,而植被的凋零使得植被覆盖的差异也不缩小 ,两者共同作用导致 Tsmax与 NDVI几

乎不相关。

3.4　TVDI的时空分布

基于 MODIS数据提取的植被指数与地表温度数据 ,参照其对地表水分的指示意义 ,计算研究区逐旬的

4570 　 生　态　学　报　　　 27卷　



http://www.ecologica.cn

TVDI数据集(图 4)。TVDI均值的季节变化非常显著 ,在植被生长季节均在 0.5以上 ,其中 6月份达 0.70,表

明期间地表水分状况较差;另一方面 , TVDI方差也表现为在植被生长季节较高 ,普遍在 0.15以上 ,表明期间

地表水分状况的区域差异较大 。

为研究地表水分特征的时空分布规律 ,对不同区域内各流域 TVDI的均值和方差加以统计分析(表 3)。

结果表明 ,北部区域内的各流域 TVDI值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在冬季(如 1月份)整体均值最低 ,同时空间

差异性最小;到 4月份时均值达到较高的水平(0.50 ～ 0.55),空间差异仍较小;至 7月份则进一步上升至

0.65左右 ,方差值保持不变;10月份 TVDI的均值下降到 0.35以下 ,方差值上升到 0.1 ～ 0.2间。南部区域各

流域 1月份的 TVDI均值多在 0.35左右 ,方差值也在 0.05左右;4月份 TVDI的均值上升到 0.55 ～ 0.60间 ,方

差值基本保持不变;7月份均值基本维持在 0.60左右 ,方差值均不足 0.10;10月份各流域的均值下降至 0.20

～ 0.25间 ,方差值基本维持不变。西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在 0.30 ～ 0.40间 ,方差值也在 0.1以下;4

月份均值上升到 0.50以上 ,方差值保持不变;7月份均值进一步上升至 0.70左右 ,方差值维持不变;10月份

均值下降到 0.40以下 ,方差值也上升到 0.10 ～ 0.15间 。中部区域各流域 1月份均值多在 0.20 ～ 0.30间 ,方

差值也在 0.10以下;4月份均值上升到 0.50以上 ,方差值维持不变;7月份均值进一步上升至 0.60左右 ,方

差值不变;10月份均值下降到 0.20 ～ 0.30间 ,方差值不变 。

表 3　研究区各流域 TVDI的统计值

Table3　StatisticsofTVDIinwatershedsinstudyarea

项目 Item

北部区域 Northpart

孤山川

N1

窟野河

N2

秃尾河

N3

榆溪河

N4

佳芦河

N5

南部区域 SouthPart

云岩河

S1

洛河中游

S2

葫芦河

S3

仕望河

S4

沮水

S5

1月 均值 Mean 0.09 0.12 0.14 0.18 0.19 0.32 0.34 0.33 0.35 0.35

Jan. 方差 Variance 0.04 0.04 0.06 0.05 0.04 0.05 0.07 0.04 0.07 0.04

4月 均值 0.53 0.55 0.54 0.56 0.49 0.57 0.58 0.59 0.56 0.56

Apr. 方差 0.05 0.09 0.09 0.09 0.09 0.09 0.07 0.06 0.07 0.06

7月 均值 0.63 0.65 0.68 0.74 0.67 0.61 0.60 0.60 0.56 0.59

Jul. 方差 0.06 0.06 0.05 0.06 0.05 0.07 0.07 0.06 0.06 0.05

10月 均值 0.34 0.39 0.34 0.27 0.29 0.21 0.25 0.23 0.20 0.24

Oct. 方差 0.20 0.18 0.16 0.10 0.16 0.03 0.13 0.08 0.09 0.10

项目 Item

西部区域 Westpart

头道川

W1

洛河上游

W2

内陆河

W3

无定河

上游 W4

中部区域 Middlepart

清涧河

M1

大理河

M2

无定河中游

M3

无定河下游

M4

延河上游

M5

延河下游

M6

1月 均值 Mean 0.37 0.33 0.34 0.26 0.30 0.28 0.20 0.24 0.32 0.31

Jan. 方差 Variance 0.08 0.06 0.06 0.07 0.06 0.05 0.04 0.05 0.06 0.06

4月 均值 0.54 0.56 0.52 0.52 0.54 0.51 0.51 0.46 0.56 0.58

Apr. 方差 0.09 0.07 0.07 0.08 0.10 0.06 0.06 0.09 0.08 0.07

7月 均值 0.70 0.68 0.72 0.70 0.62 0.64 0.67 0.62 0.62 0.62

Jul. 方差 0.04 0.05 0.04 0.08 0.05 0.06 0.07 0.06 0.05 0.04

10月 均值 0.32 0.29 0.37 0.38 0.21 0.28 0.26 0.20 0.28 0.21

Oct. 方差 0.09 0.08 0.11 0.14 0.06 0.08 0.08 0.02 0.08 0.06

3.5　VCI、TCI与 TVDI的相关关系

为比较各地表水分指标的相关性 ,对各月 VCI、TCI及 TVDI的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表 4)。计算结果

表明 , VCI与 TCI的相关系数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在春夏季(如 1 ～ 6月份)及秋冬季(如 11 ～ 12月份),两者均

表现为相关关系不明显 ,表明在上述季节采用植被覆盖与温度表征地表水分的差异较大;而在夏秋季(如 7 ～

9月份),两者则表现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其中 9月份的相关系数值达 -0.81,表明在该季节两者对地表水

分的表征能力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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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DI与 VCI的相关系数总体偏低 ,并存在一定程度的季节变化。在冬春季(如 11 ～ 3月份),两者表现为

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表明在上述季节两者对地表水分的表征能力差异较大;在夏秋季(如 5 ～ 9月份),两者相

关程度较高 ,其中 9月份达 -0.70,表明在该季节两者对地表水分状况的表征能力大致相当 。

TVDI与 TCI的相关系数全年均在 0.70以上 ,部分月份甚至达 0.85以上 ,表明两者对地表水分状况的表

征能力完全相当 。总的来看 ,单独采用 TCI与 VCI表征地表水分会受到明显的季节影响 ,而 TVDI虽然和 TCI

关系更为密切 ,但能在不同季节综合体现植被覆盖和地表温度特征对地表水分的影响 ,从而能较好地反映区

域地表水分状况的时空变化特征。

表 4　VCI、TCI与 TVDI各月相关系数

Table4　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VCI, TCIandTVDIinmonths

项目 Item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4月

Apr.

5月

May

6月

Jun.

7月

Jul.

8月

Aug.

9月

Sep.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VCI与 TCI相关系数①＊ 0.11 0.15 0.21 0.20 0.16 0.05 -0.24 -0.48 -0.81 -0.34 0.11 0.09

VCI与 TVDI相关系数② -0.06 -0.09 -0.12 -0.27 -0.39 -0.47 -0.40 -0.33 -0.70 -0.28 -0.10 -0.06

TCI与 TVDI相关系数③ 0.88 0.79 0.86 0.87 0.79 0.85 0.86 0.87 0.76 0.79 0.78 0.75

　　① CorrelationcoefficientsbetweenVCIandTCI;② CorrelationcoefficientsbetweenVCIandTVDI;③ CorrelationcoefficientsbetweenTCIand

TVDI;＊通过 0.05显著性水平检验 Significant(0.01<P<0.05)

3.6　TVDI的相关检验

上文的分析表明 TVDI相对于其他指数能较好地体现地表水分的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与地表水

分的对应关系 ,本文通过利用相关的气候因子对 TVDI进行了空间验证 。首先对各月 TVDI进行累积并求取

其均值 ,进一步对该计算结果按密度分级 ,共划分为 10级(图 5a)。结合该地区年均降雨量 、年均温以及相应

的湿润系数(图 5b)的空间插值结果 ,统计了不同分级内各指标的均值与方差(表 5)。结果表明 ,随着 TVDI

值增加 ,地表干燥度随之升高 ,表现为年均温从 2.36℃持续上升到 12.03℃,且空间变异有所加大;年均降雨

量从 556.93mm下降至 349.35mm;而湿润系数则从 -5.54降低至 -25.70。上述指标的变化规律表明 , TVDI

能有效地反映研究区地表温度 、降水以及植被覆盖对地表水分空间分布的综合影响。

表 5　TVDI与验证因子的关系

Table5　RelationshipofTVDIanditsvalidatingfactors

分级

Class

TVDI

均值

Mean
方差

Variance

年均温

Averageannualtemperature

均值(℃)
Mean

方差

Variance

年均降雨量

Averageannualprecipitation

均值(mm)
Mean

方差

Variance

湿润系数

MoistureIndex

均值

Mean
方差

Variance

1 0.18 0.03 2.36 0.81 556.93 0.45 -5.54 0.14

2 0.25 0.02 3.63 0.95 529.48 0.59 -8.82 0.25

3 0.30 0.01 4.86 0.89 515.51 0.56 -11.14 0.28

4 0.35 0.02 6.12 0.93 491.50 0.60 -13.36 0.26

5 0.41 0.02 6.77 0.88 457.63 0.50 -15.87 0.19

6 0.47 0.02 7.41 0.84 434.35 0.38 -17.54 0.17

7 0.53 0.02 8.19 0.94 407.39 0.28 -20.23. 0.13

8 0.60 0.02 9.07 1.01 390.24 0.22 -22.08. 0.09

9 0.66 0.02 10.55 0.96 375.86 0.26 -23.26 0.08

10 0.75 0.05 12.03 1.10 349.35 0.33 -25.70 0.10

4　结论与讨论

从利用植被指数测量地表水分状况的结果来看 ,各区域 VCI均值的季节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在北

部区域表现为 4月份较高 , 10月份较低的分布规律;中部区域与北部恰恰相反 ,为 4月份偏低 , 10月份较高;

南部区域与之类似 ,仅 7月份偏高;西部区域则基本是 4月份较低而 1月份偏高 。同时各区地表水分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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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VDI分级及其相关验证因子

Fig.5　ClassificationofTVDIanditsvalidatingfactors

季节变化亦存在不同的特点 ,其中北部区域中秃尾河和榆溪河在 1 ～ 4月份的 VCI均值下降最为明显 ,反映期

间上述流域地表水分状况有明显变干的趋势;南部区域的地表水分状况则是在 4 ～ 7月份上升最为显著;西部

及中部区域地表水分状况全年均处于偏低的水平。地表水分特征的空间变异性也存在季节差异 ,区内大部分

流域在 1月份的 VCI方差值达 0.10以上 ,其中北部区域尤为明显 ,反映了各流域内部地表水分状况差异在冬

季较为显著 。

从利用地表温度测量地表水分状况的结果来看 ,各区域的 TCI均值皆为 4 ～ 7月份高于 10 ～翌年 1月份 ,

表现了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分布规律 。但各区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变化存在不同的特点 ,其中北部区域

1 ～ 4月份的 TCI均值上升最为明显 ,反映期间区域地表水分状况明显变干;南部及中部区域的地表水分状况

则在 7 ～ 10月份间显著趋湿;而西部区域地表水分状况在 1 ～ 4月份的变化幅度与 7 ～ 10月份大致相当 。

从植被指数与地表温度的线性关系来看 ,在 1 ～ 7月份 ,区域植被覆盖的分布格局会进一步增加南部与北

部气温的差异;而 4月份和 10月份 ,则会缩减南北气温的差异 。因此 ,采用 TVDI评价地表水分状况时 ,必须

考虑地表气温与植被覆盖线性关系的季节变化 。同时地表水分特征的空间变异性也存在季节差异 ,区内大部

分流域在 10 ～翌年 1月份的 TVDI方差值达 0.10以上 ,其中北部区域尤为突出 ,表明期间各流域内部地表水

分状况差异较为显著 。

从综合反映植被覆盖和地表温度特征的 TVDI的时空分布来看 ,各区域的 TVDI均值皆为 4 ～ 7月份高于

10 ～翌年 1月份 ,表现了区域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分布规律。但各区地表水分状况的季节变化存在不同的特

点 ,其中北部区域 1 ～ 4月份的 TVDI均值上升最为明显 ,反映期间区域地表水分状况明显变干;南部区域的地

表水分状况则在 7 ～ 10月份间显著趋湿;而西部及中部区域地表水分状况在 1 ～ 4月份的上升幅度与 7 ～ 10

月份的下降幅度大致相当 。同时地表水分特征的空间变异性也存在季节差异 ,区内大部分流域在 10月份的

TVDI方差值达 0.10以上 ,其中北部区域尤为突出 ,反映期间各流域内地表水分状况差异较显著的特征。

从分析结果来看 ,单独采用 TCI与 VCI表征地表水分会受到明显的季节影响 ,而 TVDI虽然和 TCI关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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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 ,但能在不同季节综合体现植被覆盖和地表温度特征对地表水分的影响 ,从而能较好的反映区域地表

水分状况的时空变化特征。从与气候因子的相互验证来看 , TVDI能有效地反映研究区地表温度 、降水及植被

覆盖对地表水分空间分布的综合影响 。

TVDI原理简单 ,应用性较强 ,但尚存在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 ,在较高的 NDVI值下 , TVDI等值线间距变

小 ,导致 TVDI不确定性增加;其次 , TVDI方法将 Ts/NDVI特征空间由梯形简化为三角形更增加了在 NDVI高

值情况下 , TVDI的不确定性;再次 ,其将湿边看作水平直线 ,而不是在梯形特征空间中的斜线 ,也导致在 NDVI

低值区对 TVDI的高估 。另外 ,由于 TVDI方法的内在限制 ,其提取的水分信息同时包含了地表土壤水分和植

被表层水分 ,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应通过对地表覆盖类型的细分 、地面采样数据的时空匹配等途径来提升

TVDI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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