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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指数差异在干旱遥感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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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年春季降水和土壤墒情及 /011213455气象卫星资料-分析了不同

年的植被指数差异与同期降水量和土壤相对湿度差异的关系-结果表明-年际间植被指数的差异

可以明显地反映作物受旱程度的差异-此方法可以用来定性地分析年际间的干旱程度和受旱范

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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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陕西省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6对干旱

动态监测-及时准确地反映旱情发生的范围.程

度和发展变化-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

防旱.抗旱措施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6
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植被覆盖区的干旱及干旱

对作物的影响6遥感对有植被覆盖区干旱的监测

原理主要是根据植被对干旱的反映来进行的-距

平植被指数法是较常使用的植被区干旱遥感监测

方法-用干旱时段的植被指数减去同时段植被指

数的多年平均值-去除其它因素影响-差值为负

时表明作物受旱-差值的大小确定作物的受旱程

度6从理论上讲-如果能获得经过大气订正后的

标准植被指数序列进行植被干旱分析是比较理想

的-但在实际业务中获得标准植被指数序列-求

得植被指数的多年平均值比较困难6利用植被指

数距平对旱情监测已有人:";&<做了研究-研究中

植被指数平均值获取方法不同-有的使用植被指

数的多年平均值-有的使用监测年份前 *=’>的

平均值6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近年陕西省实行农

业结构调整-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

部分地块的绿度值时间序列缺乏可比性-因此-在

使用距平植被指数监测地面旱情时应考虑种植区

植被本身的变化-只有在被监测区域植被变化不

大且种植方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才会取得较好

的效果6
选择相邻几年-同一时期的植被指数的差异

来反映作物相对受旱程度-或不同干旱年份旱情

的变化6以近年无干旱或作物生长相对正常的年

份为基准-将当年同期的绿度值指数与其比较-得

出当年作物的受旱程度和旱情分布的范围-如果

*>都有旱情-差值则反映这 *>干旱程度差异6

? 基本原理

利用近 *>植被指数差异可以反映在土地利

用变化不大和耕作条件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水

分条件对植被生长的影响-即!

@A@BCDEA@BCD%A@BCD%"
其中-@A@BCD为 D像元 *>植被指数的差-

A@BCD为当年的植被指数值-A@BCD%"为比较年

像元 D的植被指数-@A@BCD越大表明这 *>植

被 指 数 的 差 异 越 大-水 分 差 异 越 明 显7反 之

@A@BCD越 小 表 明 这 *>年 植 被 指 数 的 差 异 越

小-水分的供应相当6

F 监测试验

*G" 监测区域干旱实况

*##"年 ’;,月-陕西省出现了严重的春夏

连旱-’月全省各地降水极缺-关中及陕南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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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县市基本无雨!旱地 "#$%#&’深土壤相对湿

度仅为 (#)$*#)+受旱面积约 ,#万 -’%!(月

部分地区降了雨+但冬麦区降水普遍偏少四到九

成+旱地 "#$*#&’深土壤相对湿度大部在 (#)

$*#)+其中陕西关中地区干旱较为严重!%##%
年 (月陕西再次出现短时干旱+但 %##%年 %月至

(月中旬降 水 量 明 显 多 于 %##"年 同 期+"#$%#

&’ 土 壤 相 对 湿 度 也 高 于 %##"年 同 期 .表 "/+

%##"年 (月的旱情较 %##%年同期严重!(月中旬

陕北春播0关中冬小麦孕穗0抽穗+秦岭0桥山

等林区植被进入生长+考虑到各地植被覆盖和作

物的生长发育差异较大+本文以陕北南部和关中

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据农气观测这 %1(月中旬末

研究区域作物的发育期也相差不大!

表 2 3443年与 3442年 5月中旬土壤

相对湿度差异 )

站名
"#&’ %#&’

%##% %##" 差值 %##% %##" 差值

洛川 *( (6 7, *( (8 7*
凤翔 (" 9, 7* (% 9: 7*
凤县 *8 %, 799 ," 96 7%9

宝鸡市 :9 (( 7%8 8* *% 7(9
武功 *# (9 7: *: ** 7%
旬邑 ,( (6 7", ,, ," 7*
咸阳 *( 98 7"* *: *" 7,
永寿 96 %( 7"( (9 9( 78
蒲城 9, %6 76 (% 9% 7"#
长安 *9 ** % ,# *8 7"
临潼 (" 9, 7* 9: (" (

%;% 资料处理来源与处理

选择陕西关中地区 %##"7#(7":0%##%7#(7

%"的<=>>7",卫星遥感资料+将实时接收的数

字化的 ?@AB .高分辨图像传输/资料经过分类

编辑0质量检验0确定定标系数0定位数据计算

等工作生成 ">;*数据+转成标准 "C数据+导入

DE1FG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利用陕西省 "H"##
万电子地图进行精校正+对 %幅图像的地理位置

进行严格配准!

%;9 监测试验与结果

计 算 %##%7#(7%"与 %##"7#(7":的归一化

植被指数.IJKL/+相减后得到%##%年(月中旬

与 %##"年同期植被指数差值图像.图"/+图中黑

色与深灰色表示植被指数低于 %##%年的地区+颜

色越深差值越大+该区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及渭

北 塬 区+将 植 被 指 数 的 差 值 图 像 与 %##%7#%7

"#M#(7"*降水量与 %##"年同期比较 .图 %/N可

以看出这 %1降水量差异较大的地方也主要在关

图 " 陕西中部 %##%年 (月中旬与 %##"年

同期植被指数差值图像

图 % 陕西中部 %##%年 %月上旬至 (月中旬

与 %##"年同期降水量差值比较

中西部和渭北塬区+和植被指数差异较大的地区

是相一致的+与当时旱情发生的趋势一致+说明

关中西部和渭北塬区 %##"年作物受干旱影响程

度大于 %##%年+%##"年春季干旱比 %##%年同期

干旱严重!从 %##"年 (月中旬 "#&’0%#&’层

土 壤相对湿度的差异 .表 "/和同期降水量 .图

%/的差异上也可以反映这一特点!因此在作物生

长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同期植被指数差

异可以反映年际间旱情的差异!

O 结论与讨论

利 用 作 物 生 长 条 件 接 近 年 份 的 <=>>P

>Q?@@卫 星 遥 感 资 料 获 得 的 IJKL年 际 间 的

差异+可以用来比较年际间作物受旱程度的差异

及受旱范围的差异!方法需要不同时相的遥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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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影响天气是一门涉及气象4遥感4地理

背景4社会经济等多种信息的综合性科学5随着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678+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应 用

9’8:集成技术-可方便的管理多维数据-实现叠

加4显示4查询4运算4分析等功能-专业的 678
工具软件均比较复杂-非专业人员不易掌握应用-
因 此-有 必 要 开 发 出 既 要 脱 离 678工 具 软 件 环

境-又能满足人影决策指挥需要的678平台59陕

西省人影决策指挥地理信息平台:)简称: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开发出来的5

; <=>?@ABCDE.F简介

<=>?@ABCD是 一 组 供 应 用 开 发 人 员 使 用 的

制图与 678功能组件-由一个 ?GH控件和一系

列可编程 ?GH对象组成-利用<=>I@ABCD-开发

人员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添加制图和 678功能5通

过 <=>I@ABCD可完成-显示一张多图层地图 )道

路4河流4边界+0放大4缩小4漫游-生成图形

元素-如点4线4圆4多边形0说明注记-识别

地图上被选中的元素-通过线4方框4区域4多

边形4圆来拾取对象-拾取距某参照物特定范围

内的对象0通过 8JG描述来选择对象-选取对象

进行基本统计0对所选地图元素的属性更新4查

询4绘制专题图-标注地图元素0从航片或卫星

图片上截取图像0动态显示实时或系列时间组数

据-在图上标注地址或定位等功能0通过对封装

的’#多个对象的操作-可以方便快捷的构造和建

立自己的应用系统5

E 平台概况

平 台 采 用 美 国 环 境 系 统 研 究 所 公 司

)HKLMNIKOBKD=P8QRDBOR SBRB=NCT 7KRDMDUDB-

7KC.简称H8S7公司+系列软件-以V3为开发工

具-在W7X*###平台上开发而成5可以方便地实

现地理信息数据的显示4查询4叠加4分析4打

印输出等功能5主要结构见图 "5
地理信息数据包含!陕西省行政图 )县4市

和省界+4陕西省地形图4飞机增雨点分布图-气

象站点分布图-人工增雨炮点分布图4618飞行

轨迹资料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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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且要求被监测区域晴空4获得的图像清晰-*
幅图像进行严格的配准校正-才能获得较好的监

测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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