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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松嫩平原地表植被

生长期的变化趋势

李晓东!闫守刚
#白城师范学院!吉林 白城

3!#"""

$

摘要!基于
344756""7

年每
389

的
0):,;(<$1

数据集!对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进行建模分析!得到研

究区域地表植被生长期的起始与终止日期以及生长期的持续天数"趋势分析结果表明!

3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

长初期
3"

年体变化稳定!局部地区有初始提前趋势!数值为
3"9

以上$

6

#研究区域内地表植被生长终期
3"

年间

有延后趋势!平均延后
!9

左右$

!

#总体上!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期稳定!有
6

!

!9

的变化幅度"

关键词!

(<$1

$植被生长期$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

=4>8'!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3""3;"?64

#

6"3!

$

"#;3"34;"8

""

!!

地表植被的生长是以年为周期的一种自然现

象%植物的生长既是对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变化的反

馈!同时也是对一个时间阶段以来地区生态环境累

积过程的反应!是连接生物圈各生态因子的关键链!

还是地球表面自然地理因子发生全球变化的&指示

器'

(

3;6

)

%在农业生产上!农作物春播的预测和农作

物防灾减灾都与农作物物候研究关系紧密!所以农

作物物候研究已经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

一(

!;33

)

%国志兴等(

36

)以东北地区地表植被为研究对

象!选择分段式
/%

@

ABCAD

函数拟合法模拟了研究区

6"

年的植被物候期!分析了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

下!东北地区地表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杨永民

等(

3!

)以陇西黄土高原地表植被为研究对象!利用

/%

@

ABCAD

和
EFGBBAFH

两种非线性的方法模型提取了

研究区的物候信息!为大范围植被监测提供了新思

路%武永锋等(

3>

)以中国大陆地表植被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陆地地表植被绿度期的遥感监测模型!即

/%

@

ABCAD

拟合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结果的可靠性

和优越性%

笔者参考常见的几种遥感监测方法!针对吉林

西部的植被生长情况!由实验室内的人工判定取代

传统的回归方程分析!对最终数学运算结果进行插

值运算!得到研究区域地表植被生长期的起始与终

止日期#即植被绿度始期和绿度末期$以及生长期的

持续天数!并结合趋势分析研究本地区植被物候期

在最近
3"

年的变化特点!以期为该区域农业生产决

策和农牧业种植方式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并对该

地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分析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提供一定借鉴%

!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

以松嫩平原为研究对象%主

要研究区包括白城*松原两个地级市!东边是东北

平原腹地!西邻呼伦贝尔草原!南接科尔沁沙区!

北依大兴安岭林地!位于农牧过渡带+属中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升温比较快!夏季

炎热*降水集中!秋季凉爽*变温快*温差大*冬季

漫长*干燥寒冷%

!'#

数据获取与处理分析

!'#'!

地表植被指数数据
!

采用的
(<$1

数据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

数据中心'#

<FCFB%GIDJ

,

2HKAI%HLJHCM 2D%&%

@N

0DAJHCAOAD<FCF-JHCJI%OPJBCJIH-QAHF

!

(FCA%HF&

(FCGIF&0DAJHDJ R%GH9FCA%H %O -QAHF

$制 作 的

344756""7

年每
389

最大值合成#

S$-

$的
0):,;

(<$1

数据集!该数据集主要用于地表植被和生态

环境的研究(

38

)

%

!'#'#

植被生长物候期的计算
!

将
344756""7

年

!?

旬的
(<$1

时间序列数据转化为频率累积方程!

"

收稿日期,

6"36;"4;6#

!!

接受日期,

6"36;36;3#

基金项目,白城师范学院科技计划项目#

6"3!;T3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科学研究项目#

6"3!

$+向海自然保护区沙丘榆林土壤种子库

对植被恢复的制约机制#

6"3!;!46

$

作者简介,李晓东#

34##;

$!男!山东东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自然地理学%

2;LFA&

,

UAF%9%H

@

&JJ

#

36?'D%L

通信作者,闫守刚#

34#6;

$!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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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频率累积方程曲线表现出与植被生物量曲线相接

近的&

0

'型生长变化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构建基

于
(<$1

频率累积曲线方程的
/%

@

ABCAD

拟合模型来

求算植被生长的物候期%构建过程主要包括频率累

积转化*曲线拟合*拟合优度检验以及植被生长物候

期#包括始期和终期$的确定(

3?;3#

)

%

求出
(<$1

频率累积时序曲线方程的曲率最

大值%曲率最大值处弯曲程度最大!说明在该点处

对应日期之后地表植被开始迅速增长!可以判定此

极值点对应日期为地表植被生长的初始日期!同样

可以确定植被生长终期与生长期的持续天数%处理

分析都是在遥感软件平台
2*<+0

与地信软件平台

0GIOJI

和微软
2UDJ&

软件中完成%

#

!

结果与分析

#'!

数据结果的验证
!

在研究区内!选取
37"

个

样点!利用
3447

*

6""!

和
6""7

年#分别代表前期*

中期和后期$的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累计分布函数

对应研究区的同期拟合数值!使用
/%

@

ABCAD

函数对

研究区内的
(<$1

频率累积方程进行拟合验证

#图
35!

$%

3447

*

6""!

和
6""7

年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累计分

布函 数 与 拟 合 曲 线 的 相 关 性 数 值 分 别 为!

"'448????86

!

"'448864?>?

和
"'44#4!4"8>

%图

中拟合优度#

*

6

$越大!表明相关越好%

(<$1

频率累

图
!

!

!$$%

年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累计分布函数与拟合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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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累计分布函数与拟合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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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累计分布函数与拟合曲线图

&'

(

)?

!

*+,-./0/123'45675

8

/59.

:

29;6'33'9

(

./745<6=<9

(

959>12'9

"

'9#""%

积曲线与拟合数值之间的拟合优度均在
"'44>

以上!

说明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始期
3"

年来的变

化情况
!

对生长季初始日期进行趋势分析得到变化

斜率数值%对趋势分析结果数据作负值处理!最后得

到的数据正值代表生长初期提前的天数!负值代表延

后的天数%基于
37"

个采样点上的地表植被生长初

始期数据计算得到!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平均初始

期的趋势变化斜率为
"'7?

!即整个研究区地表植被生

长初始期平均提前
"'7?9

%在空间分布上!研究区以

北的地表植被生长平均初始期变化斜率为
"

!与正常

年份持平+长春以西!松嫩平原以南地区的地表植被

生长初始期的变化斜率数值以正值为主!其中部分地

区生长初始期的变化斜率
#

3"

!即提前
3"9

以上

#图
>

$%

#'?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终止期
3"

年来的

变化情况
!

由生长季终止日期得到的变化斜率的

实际意义就是延后的天数!所以变化斜率正值代表了

生长终止期延后的天数!负值代表了提前结束的天

数%基于
37"

个采样点上的地表植被数据计算得到!

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平均终止期的趋势变化斜率

为
!'3#

!即整个研究区地表植被生长终止期平均延后

!'3#9

%在空间分布上!研究区内的中部地区地表植

被生长平均终止期变化斜率为
"

!与正常年份持平!

嫩江流域和松嫩平原南部的地表植被生长平均终止

期的变化斜率
#

8

!即有
89

以上的延后趋势#图
8

$%

图
@

!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初始期趋势变化图

&'

(

)@

!

AB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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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

;2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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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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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
3"

年来

的变化情况
!

在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

的趋势分析中!生长季持续天数变化斜率的正值代表

了生长期增加的天数!负值代表了减少的天数%基于

37"

个采样点上的地表植被的生长季持续天数!利用

统计软件对其进行趋势分析!得出研究区内的地表植

被生长期总天数趋势变化斜率为
6'?3

!即生长期的天

数有
6

!

!9

的增加幅度%在空间分布上!研究区内

的中*西部地区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的变化斜率为

"

!变化稳定!长春以西!松嫩平原以南地区和嫩江流

域以北地区的趋势变化斜率
#

6"

!即生长季持续天数

延长
6"9

以上#图
?

$%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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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终止期趋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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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松嫩平原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趋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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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与结论

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初始期在第
36?

天前后

#即
8

月初$开始%本研究表明!研究区内的大部分地

区地表植被生长的平均初始期与正常年份相当!但部

分地区有提前趋势!提前
3"9

以上%

VQFH

@

等(

37

)认

为!气候变暖使得中国北部地区植被物候期在春季提

前%赵秀兰等(

34

)对东北地区近
8"

年的气温变化研

究表明!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春季升温明

显!降水量呈逐年减少趋势!秋季减少明显%王宗明

等(

6"

)对东北地区植被对气候因子的响应研究表明!

春季气温对植被的影响高于其余季节%春季气温变

暖和稳定降水是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初始期提前

的原因之一%

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终期在第
6??

天前后#

4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结束%本研究表明!研究区内大

部分地区地表植被生长的平均终止期与正常年份相

比有推后趋势!平均推后
!

!

>9

!但长春以西!松嫩平

原以南地区的地表植被生长的平均终止期与正常年

份持平%李波等(

63

)对吉林西部近
3"

年气温变化研

究表明!研究区内秋季气温变化稳定!波动较小!

4

月

与
3"

月的平均气温有增温趋势%暖干为主的秋季气

候!再加上该研究区内近年来农田灌溉设施的推广应

用!使得研究区内地表植被生长终期后延%

从
3"

年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平均变化情况

看!研究区内的地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存在增加趋

势!变化幅度为
6

!

!9

!在长春以西!松嫩平原以南地

区和嫩江流域以北地区有
6"9

以上的延长情况存

在%沈柏竹等(

66

)和涂钢等(

6!

)对东北地区几十年来的

水热变化特点研究表明!研究区的生长季气温变化稳

定!在
3"

年尺度上基本没有振荡特征出现!同样研究

区内地表降水变化趋势稳定!这一特点有利于研究区

内农作物的规律性耕种%整体而言!本研究区域内地

表植被生长期总天数基本没有变化!但在长春以西!

松嫩平原以南地区和嫩江流域以北地区有延长趋势%

本研究中的植被生长期是包括研究区农作物在

内的所有地表植被生命活动的始期与终期!并非专指

农作物的生长特点!所以与农业上的农作物开始与终

止期意义是不同的%实验室得出的数据运算结果本

身存在的实际应用价值与意义需要在农业生产领域

进行验证!判断是否符合实际的地表生长状况%另

外!研究区地表植被除受气候因子影响之外!人为因

素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意义较

高%

致谢%在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侯旭&娄思文&

姚希奎&杜保佳&赵英杰&孙继梅&卢瑶&孙晶和王蔚悦

等同学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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