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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及东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和蒸散发量的

多年时序变化

近几十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使水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流域内水文过程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作

为水平衡研究的重要均衡项之一#地表蒸散发量的遥感反演也成为流域尺度水循环研究的热点,(沙颍河

涡河流域水文地质调查*项目组结合几十年的成果积累#采用不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融合多时相

观测信息#开展淮河流域及东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和蒸散发量的遥感反演工作#获得了以下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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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时序变化特征

#F=$

+

"$$$

年#淮河流域未利用的土地变化较大#其中
#=#QH

"转为建设用地#

#%!QH

"转为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

"$$$

+

"$#=

年#随着城市化发展增速#耕地面积占比明显下降,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后#林

地面积占比明显增加#

!"F$CQH

"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FQH

"的耕地转为林地,此外#草地面积变化

也较大#其中大部分草地转为耕地#其次转为林地#草地面积占比略下降,

#F=$

+

"$$$

年#东南诸河流域耕地)林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较小#约
#

"

!

面积的草地转为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

"$$$

+

"$#=

年#除林地外#东南诸河流域耕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较大#耕地面

积减少#林地面积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说明近些年来该区域不再较多地依赖第一产业#开始逐渐向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另外#林地和水域面积也明显增长#说明该区域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也很注

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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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发量时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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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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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尺度,淮河流域蒸散发量主要集中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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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月#

%

+

C

月蒸散发量具有第
#

个明显增长期#

C

月蒸散

发量达到
#

个小峰值#之后蒸散发量稍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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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蒸散发量迅速增长#

=

月蒸散发量达到峰值#

=

+

#"

月

蒸散发量迅速下降#

##

月到第二年
%

月一直保持较低的蒸散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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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尺度,

"$$$

+

"$#$

年#淮河流域年均蒸散发量为
C<%5#=HH

#标准差为
#F5#FHH

#多年蒸散发

量呈增加趋势#平均趋势变化率为
#5!<HH

"

7

#高值区集中在淮河及沂沭泗水系南部山区及平原区中部和

东部地区,反演了淮河流域水田)林地)旱地)草地等
!

种土地覆盖类型的蒸散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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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诸河流域

&

#

'月尺度,东南诸河流域年均蒸散发量为
=F!5$"HH

#标准差为
#<5C=HH

#多年蒸散发量主要集中

在
%

+

#$

月#

#

+

<

月为蒸散发量迅速增长阶段#

<

月蒸散发量达到峰值#

=

+

#"

月蒸散发量迅速下降,该流

域蒸散发量变化趋势)气温和降水与淮河流域对比具有明显差别,

&

"

'年尺度,

"$$$

+

"$#$

年#东南诸河流域蒸散发量呈微弱增加趋势#平均趋势变化率为
$5#=HH

"

7

,

因受纬度地带性和地形影响#年蒸散发量呈南高北低的特征,反演了东南诸河流域水田)林地)旱地)草地

等
!

种土地覆盖类型的蒸散发量,&本文中相关数据均为阶段性科研成果#不作为相关部门管理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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