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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

基于 RS和 GIS技术的贵州省植被生态环境监测分析
牛鲁燕 1, 2 ,郑有飞 1, 2 ,吴荣军 1, 2 ,莫瑶 1, 2 ,吴战平 3

(1. 江苏省气象灾害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44;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

江苏 　南京 　210044; 3. 贵州省山地环境气候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44)

摘 　要 :为阐明贵州省植被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状况 ,基于 RS和 GIS技术 ,应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的全球植被

指数变化研究数据 ( GIMMS) ,通过计算月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 I)变化率 ,并对研究区一元线性回归模拟 ,分析了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的地表植被覆盖。结果表明 : 22年来 ,研究区植被覆盖呈增加趋势 ,表明贵州省植被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

发展 ;贵州省平均植被覆盖在春季和秋季呈上升趋势 ,夏季和冬季呈下降趋势 ,其中春季对植被覆盖总变化量的贡献最大 ;

植被覆盖程度增减因区域不同而异 ,变化程度呈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贵州省的中部地区 ;变化程度呈减小的区域分布在贵

州省的四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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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malized D 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 I) were used in Global Inventory Modeling

and Mapp ing Studies ( GIMMS) of NASA, monthly from 1982 to 2003 based on RS&GIS technology, to illustrate

the vegetation cover of earth surface in Guizhou. The change rates of NDV Iwere calculated by the linear regres2
sion to analys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ynam ic chang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The main conclusions indica2
ted that NDV I values seemed to be turning up in the area during recent 22 years (1982—2003). That suggested

the vegetation cover was imp roved in Guizhou. The NDV I increased in the sp ring and autumn and decreased in

the summer and winter. The sp ring made the largest vegetation contribution in all seasons. Vegetation cover was

different from the area and the variation was positive in the central area but negative around the edges of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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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不仅是重要的环境要素 ,也是陆地生态系

统敏感的状态指示因子 [ 1 ]。在生态系统中 ,植被

覆盖变化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结果 ,因此研究植

被覆盖率对探索环境变化规律与环境恢复具有重

要意义 [ 2 ]。

遥感 (RS)技术发展可以从多时相、多波段遥

感信息获取地表覆盖状况、植被所吸收的光合有效

辐射、植被覆盖状况等植被参数与环境变量 ,这为

研究陆地植被的分布、季节变化及年际间的变化提

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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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生态环境要素如植被分布、河流和湖泊

变迁、耕地变化、城市开发范围和居民点迁移、人文

交通变化、草原退化和沙化、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及

其他人为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监测 , 遥

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 ( GIS)技术具有覆盖范围

大、直观性强、综合信息量广、动态分析容易、投资

消耗少等特殊优势。

我国环境监测部门在陆地环境监测遥感应用

方面 ,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近年来 ,随着生态环

境的不断恶化 ,迫切需要环境监测从一般理化监测

向生物、生态监测方向发展。为保护有限的国土资

源和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 ,必须分析研究并采用有

效的技术手段 ,及时定期地对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调查和动态监测 ,以了解其现状和动态变化 ,并及

时制定保护和防治措施及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利

用规划 ,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现代环境管理对环

境监测质量要求很高 ,规模化、批量化、跨区域协作

工作模式正在形成 [ 4 ]。

现利用 1982年—2003年的 NOAA /AVHRR的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 I)数据 ,讨论近 22年来贵州

省植被覆盖变化规律 ,揭示其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 ,

为优化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提供决策依据 ,为贵州省

现有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论证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选取 103°36′E—109°35′E、24°37′N—29°13′

N,整个贵州省作为研究区域。贵州地处中国西

南、云贵高原东部 ,气候温暖湿润 ,属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区 ,为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地貌 ,境内地势西

高东低 ,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 ,平均海拔为

1 100 m,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3种基

本类型 ,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92. 5%。

2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2. 1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 I是植物生长状态及植被空间分布密度

的最佳指示因子 ,与植物覆盖分布密度呈线性相

关 [ 5 ]。而且 , NDV I通过比值可以消除大部分与太

阳角、地形、云 /暗影和大气条件相关辐照度的变

化 ,增强了 NDV I对植被的响应能力 [ 6 ]。

对于 NOAA卫星的 AVHRR数据 ,用第一和第

二通道的反射率可以构建 NDV I,计算公式为 :

NDV I = (Ch2 - Ch1) / (Ch2 + Ch1)

式中 : Ch1为可见光通道 ; Ch2为近红外通道。

长时间系列 NDV I可以用于季节性的植被变

化研究 ,也可用于分析年际间植被变化 ,还可以用

于预测未来区域植被变化规律 [ 7 - 8 ]。全球范围长

序列卫星遥感数据的研究表明 ,近年 ( 1982年 —

1999年 ) ,北半球陆地植被活动在显著增强 [ 9 ]
;从

整体角度 ,中国大部分区域的 NDV I都呈现不同程

度的上升趋势 ,表明植被活动也在增强 [ 10 ]。有关

中国典型区域的研究表明 ,西北地区 1981 年 —

2001年的植被覆盖普遍存在退化趋势 ,且前 10年

变化幅度小于后 10年 [ 11 ]
;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状况

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 12 - 14 ]。

2. 2　数据来源

采用美国 NASA最新的全球植被指数变化研

究数据 GIMMS NDV I,时间序列为 1982年 —2003

年。GIMMS NDV I数据考虑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因

素对 NDV I值的影响 ,增加了短期大气气溶胶、水

蒸气及云层覆盖的影响校正、热带阔叶林区云的覆

盖引起的变形校正、北半球冬季缺失数据插值、微

型传感器的不稳定性校正、太阳天顶角和观测角度

的校正等 [ 15 ]。

与其他 NDV I数据比较 ,该数据具有误差小、

精度高等特点 ,被认为是 NDV I相对标准的数据 ,

在全球及区域大尺度植被变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 [ 16 - 17 ]。

2. 3　研究方法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对 1982年 —2003年各

像元 NDV I值序列统计分析 ,在每个像元的基础

上 ,对 22年的年平均 NDV I值与年份线性拟合 ,趋

势斜率用最小二乘法来计算 ,公式如下 :

b =
∑
n

i = 1
( xi - x) ( yi - y)

∑
n

i = 1
( xi - x) 2

式中 : b为线性趋势斜率 ; x, y分别为年份和该

年的 NDV I值 ; x, y分别为年份的平均值和所有年

份 NDV I的平均值。

各像元 NDV I变化率 [ 18 ]由下式计算 :

NDV I变化率 ( % ) = (直线斜率 ÷均值 ) ×22

×100

式中 :直线斜率表示 NDV I对年份的直线斜

率 ,即对 22年 ( 1982年 —2003年 )的月平均 NDV I

值与年份之间求回归 ,所得的回归直线的斜率。均

值为 22年的平均月 NDV I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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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贵州植被覆盖的年内和年际变化趋势分析

对 1982年 —2003年的 NDV I数据统计处理 ,

得到研究区年 NDV I均值的年际变化特征。1982

年 —2003年 ,贵州省年平均 NDV I变动于 0. 398～

0. 449,植被整体呈现弱上升趋势 ,年平均 NDV I的

线性回归趋势的斜率约为 0. 000 1,差异显著 ( p <

0. 05) ,这说明贵州的植被活动在增强。植被覆盖

较好的年份出现在 1983年、1984年、1986年、1990

年、1992年、1997年和 1999年 ,并在 1990年出现

NDV I最大值 , NDV I为 0. 449,地表植被覆盖最好 ;

植被覆盖较差的年份出现在 1982年、1985年和

1989年 ,并在 1989年出现 NDV I的最低值 , NDV I

为 0. 398,地表植被覆盖最差 ,见图 1。

图 1　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平均 NDV I的年变化

整个区域植被年内变化在整体上呈现单峰状 ,

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 , NDV I > 0. 5的值域出现在 6

月 —9月 ; 2月 NDV I最低 , 8月 NDV I最高 ; 1月 —8

月为 NDV I增长阶段 , 8月 NDV I达到最高 , 8月 —

次年 1月为 NDV I下降阶段 ,其中 3月 —5月和 6

月 —8月期间 ,属于 NDV I明显上升阶段 ,而 8月 —

12月则为 NDV I迅速下降阶段。贵州省多年月平

均 NDV I从 2月极小值开始逐渐升高 ,到 8月到达

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受降水量逐月变化的影响。NDV I年内变化特征

见图 2。

图 2　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平均 NDV I的月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月和季节对全年 NDV I

变化的贡献 ,计算了 22年贵州省各月的月 NDV I

变化率 ,见图 3。

图 3　22年贵州的月 NDV I变化

由图 3可见 ,除 3月、4月、5月、11月外 ,其他

各月 NDV I的值都是负值 ,即 NDV I呈减小趋势 ,其

中 1月、12月下降趋势显著。3月、4月、5月、11月

NDV I呈增加趋势。图 3中各月的数值表示该月

NDV I变化的量占全年 NDV I变化量的百分率 ,即表

示该月对全年 NDV I变化趋势的贡献。图 3中显

示 , 4月份最大 ,占总变化量的 25. 1% ,其次是 3月

份 ,占总变化量的 12. 8% ,春季 (3月—5月 )占总变

化量的 47. 4% ,夏季 (6月—8月 )占 - 19. 1% ,秋季

(9月—11月 )占 1. 1% ,冬季 (12月—次年 2月 )占

- 23. 3%。此外还可以统计得出 NDV I正变化率约

为 46. 6% ,占变化总量的 57. 3%; NDV I负变化率约

为 34. 7% ,占变化总量的 42. 7%。正变化率大于负

变化率 ,说明整个研究区域的 NDV I呈增加趋势 ,植

被向好的方向发展。

3. 2　贵州植被覆盖季节变化规律

对不同季节 NDV I的季节变化分析并显著性

检验。结果表明 ,春季在四季中 NDV I值上升最为

显著 ( p = 0. 024, p < 0. 05) ,并且上升速率最快 ,直

线斜率为 0. 002 1。春季植被覆盖较好的年份出现

在 1983年、1990年和 1998年 ,并在 1998年达到最

大值 , NDV I为 0. 42;植被覆盖较差的年份出现在

1984年和 1989年 ,在 1984年出现最低值 , NDV I

为 0. 31。1982年 —2003年四季 NDV I的变化情况

见图 4 ( a) ( b) ( c) ( d)。

对秋季的 NDV I值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 ,显著

性水平 ( p = 0. 357, p > 0. 05)没有达到 95% ,但表

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增长速率为 0. 001) ;其中植

被覆盖最好的年份出现在 1999年 ,NDV I为 0. 52;植

被覆盖最差的年份出现在 1992年 ,NDV I为 0. 36。

夏季和冬季的 NDV I值呈下降趋势 , 其中夏

季下降趋势最为显著 ,减少速率为 - 0. 001 3,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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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2年 —2003年四季 NDV I的变化趋势

没有达到 95%的显著性水平 ( p = 0. 273, p >

0. 05) ,但趋势为逐步下降 ,这很可能贵州植被以

自然植被灌丛和萌生矮林为主 ,气候温暖湿润 ,属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夏无酷暑 ,阴雨天多 ,大量

的降水、过度放牧及人为的影响使得夏季贵州省的

植被呈现减小趋势 ;夏季植被覆盖较好的年份出现

在 1984年和 1994年 ,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1984年 ,

NDV I为 0. 64;植被覆盖较差的年份出现在 1989

年和 1998 年 , NDV I最小值出现在 1998 年为

0. 49。

其次为冬季 ,减少速率为 - 0. 000 4, p = 0. 592,

这主要是因为冬季 ,气温相对较低 ,很多植被停止了

光合作用 ;植被覆盖较好的年份出现在 1985年、

1989年和 1998年 , NDV I最大值出现在 1989年为

0. 30;植被覆盖较差的年份出现在 1984年和 1994

年 ,NDV I最小值出现在 1994年为 0. 22。

由此可见 ,贵州 NDV I增加主要发生在春季 ,

下降主要发生在夏季 ,这虽与方精云等 [ 19 ]得出的

中国 NDV I增长主要发生在春季和夏季不完全一

致 , 但与 Zhou等 [ 20 ]和 Los等 [ 21 ]得出的春季是北

半球植被活动增加的主要时间段的结论相似。通

过统计还可以计算得出贵州省的 NDV I在春季的

增加量 ( + 0. 021 /10 a)较大 ,在夏季的减少量

( - 0. 013 /10 a) ,春、夏两季的 NDV I呈现增加的

趋势 ( + 0. 008 /10 a)。

3. 3　研究区年平均 NDV I整体变化特征的线性趋

势模拟

为了进一步对植被的覆盖状况动态监测 ,采用

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基于像元水平对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 NDV I的变化趋势模拟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平均 NDV I变化趋势斜率空间分

布 ,斜率为正说明植被向好的方向发展 ,负值表示

植被向减少的方向发展 ,斜率的大小则表示了植被

变化的速率 ,见图 5。

图 5　贵州省 1982年 —2003年 NDV I变化趋势斜率分布

由图 5可见 ,大部分地区的斜率为正 ,表示该

区域植被覆盖的变化趋势是增加的。其中 ,变化斜

率在 [ 0. 000 7, 0. 003 4 ]的区域分布在毕节地区的

毕节市、大方县、织金县、黔西县 ,贵阳市和安顺市

的大部分地区 ,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的西北部 ,在

铜仁地区中部、遵义市中部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有零星分布。

变化斜率在 [ - 0. 003 6, - 0. 000 7 ]的区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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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赫章

县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县、独山县的南

部 ,在遵义市的赤水市、习水县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

治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也有少量

分布。

NDV I斜率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植被覆盖变化

的趋势越明显。通过对植被覆盖变化趋势的数值

统计 ,还得到斜率为正的像元数为 1 809,斜率为负

的像元数为 1 129,其中 [ 0. 000 7, 0. 003 4 ]之间的

像元数有 888, [ - 0. 003 6, - 0. 000 7 ]之间的像元

数有 436。这也说明了贵州省的植被覆盖正向好

的方向发展。

4　结论

(1)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于宏观生

态环境要素的监测 ,具有视野广阔、获取的信息量

多、效率高、适应性强、可用于动态监测等众多优

点 ,同时其技术方法成熟 ,能实施快速宏观的生态

环境遥感监测 ,对提高环境监测工作的水平 ,扩大

环境监测的影响力 ,使环境监测工作与经济的发

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保护的要求相适应 ,

对最终控制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 ,保护生

态环境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不同月份和季节对全年 NDV I变化的贡献

不同 , 4月贡献最大 ,占总变化量的 25. 1% ;春季 (3

月 —5月 )贡献量最大 ,占总变化量的 47. 4%。

(3) 22年来 ,贵州大部分地区的 NDV I呈现不

同程度的上升 ,表明贵州省植被覆盖活动在加强。

贵州省平均植被覆盖在春季和秋季呈上升趋势 ,春

季增长明显且速率直线斜率为 0. 002 1;夏季和冬

季的 NDV I呈下降趋势 ,夏季下降最为显著且速率

直线斜率仅为 0. 001 3。

(4)基于像元水平的植被覆盖的变化趋势时

空分析表明 ,近 22年来 ,贵州地区植被覆盖变化总

体呈增加趋势 ,变化程度呈增加的区域高于呈减少

的区域 ,增减幅度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

贵州省变化程度呈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中部地区 ,

变化程度呈减小的区域分布在四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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