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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水域空间率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一般情况下，某个区域中的水体面积越大生态环境越好。

而水体面积又受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中国水体面积的变化规律及归因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关键

的科学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情况，选取了９个研究区域。基于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Ｅｎｇｉｎｅ云计

算平台，使用多个光谱指数组合的方法，对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的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进行水体提取。采用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法分

析了水体面积动态变化特征，并借助双累积曲线法和分布式水文模型，进一步计算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面

积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剧烈，水体面积变化显著；湿润地区受气候变化影

响，水体面积显著增加；人类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跨流域调水以及水库修建直接决定大部分区域的水体面积变化。

该研究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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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国开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了水域空间率指标，即

河流、湖泊、水库、湿地、塘洼等水体保护堤之内或者

最高水文线以下的面积占区域总面积比例［１］。该指

标强调水体面积越大区域生态环境越好。而水体面

积受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为了更加

合理高效地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迫切需要弄清楚我

国水体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变化原因，并具体分析不

同地区水体面积的动态变化特点，从而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依据。

目前，已有很多针对中国水体的研究［２４］，但大

多是研究单个水体或某个区域的一些典型湖泊或大

型水库的水体面积变化，且只选择几个时间点或较

短时间作为研究时段，属于较短时段的区域或流域

内的水体研究；而我国国土范围大，跨越多个气候

带，单个研究范围或者短时段研究都无法反映全国

水体长期变化规律。

而随着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长时间

大范围的水体面积提取工作变得越来越高效，水体

提取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主要有监督与非监督分类

法，混合像元分解法［５］，植被指数法（ＮＤＶＩ方

法）［６］，计算机自动分类法，协同计算［７］。另外，大数

据和云计算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广泛使用，

所以很多针对水体的研究也开始逐渐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Ｅｎｇｉｎｅ （ＧＥＥ）云计算平台
［８９］，ＡＢｏ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ｌｏｕｄ（ＡＳＣ）平台
［１０］，和大数据探索以及信

息提取技术，即专家系统（非参数分类器，将图像解

释专业知识纳入分类过程）、可视化分析（将人类认

知和感知能力与云计算平台的存储和处理能力相结

合）和证据推理（程序性顺序决策树）［１１２０］。但是由

于水体提取方法的选取受地理环境和遥感数据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所以目前没有一个被统一使用的提

取方法。由于本文拟研究近３０多年的较长时间序

列的水体面积变化，数据量较大，所以选择光谱指数

组合和自动阈值确定相结合的计算机自动提取方

法，并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Ｅｎｇｉｎｅ云计算平台上进行在

线计算处理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

另外，以往对于定量化水文变化规律与归因的

研究，大都采用趋势分析方法［２１］，模型方法［２２２４］。

考虑到方法的通用性与稳定性，本研究拟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分析法给出水体面积变化规律；

以及借助双累积曲线法［２５］和分布式水文模型［２６］来

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面积变化的影响程

度，并最终给出我国水体面积变化的时空分布特征

和导致水体面积变化的原因。

１　研究区概况

考虑到不同的气候、空间位置以及水体特征，从

全国选择４个城市和５个典型水域作为研究区域。

其中在干旱半干旱区选取位于黄河流域的乌海市和

红碱淖，在半干旱半湿润区选取位于海河流域的北

京市和密云水库，在高寒山区西藏自治区中部选择

了纳木错，在半湿润区选取位于淮河流域中部的徐

州市和位于海河流域中部的白洋淀，在湿润区选取

位于珠江流域下游入海口的广州市和位于长江流域

中下游的鄱阳湖。

乌海市位于黄河上游，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多

年平均降水量１５９．８ｍｍ，平均蒸发量３２８９ｍｍ，人

均用水３５８ｍ３，属于严重缺水城市。红碱淖位于陕

西省内，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大陆性季风气候。北

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毗邻渤海湾，属于大陆性季

风气候，年均降水量６２６ｍｍ，人均水资源量为

１３７．０８ｍ３，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２０。密云水库

位于北京市，随着南水北调补充密云水库，２０１８年密

云水库蓄水量突破２２亿ｍ３。纳木错，位于西藏自治

区中部，属内流湖，每年蒸发的水量为２３．０４亿ｍ３，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４１０ｍｍ。徐州市位于华北平原东

南部，年均降水量８２０ｍｍ，人均水资源量３９４ｍ３，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年

平均降水量５２９．７ｍｍ。广州市地处中国南部、珠

江三角洲中北缘，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年

降雨量约为１７２０ｍｍ。鄱阳湖是中国第二大湖，位

于江西省北部，平均年降水量为１５３０ｍｍ（表１）。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是数字高程，遥感影像

与研究区降水、气温、蒸发能力。

数字高程数据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ＵＳＧＳ），３０ｍ分辨率。采

用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ＧＥＥ）平台在线调用卫星

影像数据，主要是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选取非汛期无云

遥感影像提取水体，计算结果可靠性与代表性较高。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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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研究区基本信息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研究区
区域面积／

ｋｍ２

年均水体面积／

ｋｍ２

年降水量／

ｍｍ

年平均气温／

℃

北京 １６２９９ ２４２ ６２６ １１．２

广州 ７１７９ １７８ １７２０ ２２．３

徐州 １１１８０ ２２８ ８２０ １４．８

乌海 １７３４ ２３ １６０ ９．８

白洋淀 ３６６ １２３ ５３０ １３．３

红碱淖 ９９ ４２ ３８５ ９．５

密云 １８０ １０３ ４００ １１．４

纳木错 ４１２５ １９８８ ４１０ ２．４

鄱阳湖 ２８５０ ２５１８ １５３０ １６．９

其中，由于２００３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机载扫描行校

正器（ＳＬＣ）故障，Ｌａｎｄｓａｔ７数据出现条带缺失，此

处通过插值进行条带修复。另外，由于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与Ｌａｎｄｓａｔ７数据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时间上重叠，此

处通过逐一对比Ｌａｎｄｓａｔ５与Ｌａｎｄｓａｔ７数据来选

取质量较好的影像数据。降水、气温与蒸发能力采

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实测站点数据。所用数

据的具体信息见表２。

２．２　多指数组合水体提取法

水体提取采用水体指数（归一化水体指数

ＮＤＷＩ、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ＭＮＤＷＩ）和植被指

数（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相组合的方法来区分水体

表２　使用数据说明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空间分辨率 时间跨度 来源

ＳＲＴＭ ３０ｍ — ＵＳＧＳ／ＳＲＴＭＧＬ１＿００３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３０ｍ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ｉｅｒ１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Ｔｉｅｒ１ＴＯ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３０ｍ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５月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ｉｅｒ１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Ｔｉｅｒ１ＴＯ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３０ｍ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ｉｅｒ１

ＵＳＧ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Ｔｉｅｒ１ＴＯ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气温、蒸发能力

降水

站点

０．５°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与非水体，其中ＮＤＷＩ能够较好地区分水和冰雪；

ＭＮＤＷＩ能够增强建筑物与水体的反差，去除建筑

物影响以提高水体提取效果［２７］，还可以消除阴影、

云雾带来的影响；而ＮＤＶＩ对区分水体周边的植

被具有较好效果，所以该方法对城市水体提取和

高寒地区水体提取具有一定适用性。另外，通过

使用大津法（ＯＴＳＵ）先自动确定区分水体的光谱

指数阈值，再通过目视解译手动调整光谱指数阈

值以更好地提取水体。具体的水体提取流程见

图１。

２．２．１　水体指数法

水体指数是根据波段比值法原理，将水体反射

强的波段和反射弱的波段分别作为分子和分母，通

过比值运算进一步扩大二者的差距，使湿度信息明

显的地物得到最大的亮度增强，其他背景地物受到

抑制［２８］。

归一化水体指数ＮＤＷＩ
［２９］计算公式为

ＮＤＷＩ＝
Ｇｒｅｅｎ－ＮＩＲ
Ｇｒｅｅｎ＋ＮＩＲ

（１）

式中：Ｇｒｅｅｎ代表绿光波段；ＮＩＲ代表近红外波段。
图１　水体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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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ＭＮＤＷＩ
［２７］计算公式为

ＭＮＤＷＩ＝
Ｇｒｅｅｎ－ＭＩＲ
Ｇｒｅｅｎ＋ＭＩＲ

（２）

式中：Ｇｒｅｅｎ代表绿光波段；ＭＩＲ代表中红外波段。

２．２．２　植被指数法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３０］计算公式为

ＮＤＶＩ＝
ＮＩＲ－Ｒｅｄ
ＮＩＲ＋Ｒｅｄ

（３）

式中：Ｒｅｄ代表红光波段；ＮＩＲ代表近红外波段。

２．２．３　大津法（ＯＴＳＵ）计算阈值

不同的光谱指数阈值会导致水体提取结果差距

很大。ＯＴＳＵ算法也称最大类间差法，由日本学者

大津于１９７９年提出，被认为是图像分割中阈值选取

的最佳算法，计算简单，不受图像亮度和对比度的影

响。它是按图像的灰度特性，将图像分成背景和前

景两部分。因方差是灰度分布均匀性的一种度量，

背景和前景之间的类间方差越大，说明构成图像的

两部分的差别越大，当部分前景错分为背景或部分

背景错分为前景都会导致两部分差别变小。因此，

使类间方差最大的分割意味着错分概率最小。

ＯＴＳＵ方法逐渐被使用来确定水体提取时光谱指数

的阈值［３１３２］。

２．３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分析法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Ｋ）检验方法是世界气象组

织推荐并广泛使用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ＭＫ检

验方法不要求样本遵从一定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

值干扰，适用于非正态分布的水文气象数据［３３３４］。

对于时间序列犡，ＭＫ趋势检验的统计量犛计

算公式为

犛＝∑
狀－１

犽＝１
∑
狀

犼＝犽＋１
ｓｇｎ（狓犼－狓犽） （４）

ｓｇｎ（狓犼－狓犽）＝

１ （狓犼－狓犽）＞０

０ （狓犼－狓犽）＝０

－１ （狓犼－狓犽）＜

烅

烄

烆 ０

（５）

犈（犛）＝０　Ｖａｒ（犛）≈
狀（狀－１）（２狀＋５）

１８
（６）

式中：狓犼为时间序列的第犼个数据；狀为样本长度；

ｓｇｎ是符号函数；统计量犛为正态分布，其均值犈（犛）

为０，Ｖａｒ（犛）是统计量犛的方差。

当狀＞１０标准化统计量犣计算公式为

犣＝

犛－１

Ｖａｒ（犛槡 ）
犛＞０

０ 犛＝０

犛＋１

Ｖａｒ（犛槡 ）
犛＜

烅

烄

烆
０

（７）

式中：犣为正值表示增加趋势，负值表示减少趋势。

在双边趋势检验中，当犣的绝对值大于等于１．２８、

１．６４、２．３２时，表示分别通过了９０％、９５％、９９％的

显著性检验。

２．４　双累积曲线法与贡献率计算

双累积曲线可用于检验两个参数间关系一致性

及其变化。常被用于水文气象要素一致性的检验、

缺值的插补或资料校正，以及趋势性变化及其强度

的分析。

首先计算数据序列的累积值，得到新的逐年累

积序列，即

犡狋＝∑
狋

犻＝１
狓犻　狋＝１，２，３，…，狀 （８）

式中：犡狋为数据狓的逐年累积值；狀为数据序列长度。

双累积曲线法将基准期与人类活动影响期的水

体面积变化量分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变化量和人类活

动影响引起的变化量，认为突变点前为基准期，突变

点后为人类活动影响期［２５］。此处假定两个时期的

温度序列为犜犫和犜犪，降水序列为犘犫和犘犪，水体面

积序列为犃犫和犃犪。应用公式（８）计算突变点前的

累积水体面积序列∑犃犫与累积温度序列∑犜犫和累

积降水序列∑犘犫，并建立回归方程

∑犃犫＝犽０＋犽１×∑犜犫＋犽２×∑犘犫 （９）

式中：犽０为常数项；犽１和犽２为偏回归系数。

将突变点后的累积温度序列∑犜犪和累积降水

序列∑犘犪代入回归方程（９）得到突变点后符合线性

方程的累积水体面积序列∑犃′犪，由∑犃′犪反推突变点

后符合线性方程的水体面积序列犃′犪，则由气候变

化引起的水体面积变化量Δ犃犮为

Δ犃犮＝犃′犪－犃犫 （１０）

由人类活动影响引起的水体面积变化量Δ犃犺为

Δ犃犺＝犃犪－犃′犪 （１１）

气候变化对水体面积变化的贡献率η犮为

η犮＝
Δ犃犮

｜Δ犃犮｜＋｜Δ犃犺｜
×１００％ （１２）

人类活动影响对水体面积变化的贡献率η犺为

η犺＝
Δ犃犺

｜Δ犃犮｜＋｜Δ犃犺｜
×１００％ （１３）

２．５　分布式水文模型与贡献率计算

时变增益水文非线性系统模型（ＴＶＧＭ）是夏

军［２６］提出的一种方法，它的概念是降雨径流的系统

关系的非线性。分布式时变增益模型（ＤＴＶＧＭ）将

流域划分成子流域；产流模型是一个水量平衡模

型［３５］，其计算公式为

犘犻＋ＡＷ犻＝ＡＷ犻＋１＋犵１×（
ＡＷ狌犻
ＷＭ狌×犆犼

）犵２×

犘犻＋ＡＷ狌犻×犓狉＋犈狆犻×犓犲＋ＡＷ犵犻×犓犵 （１４）

·１４１·

黄李东，等　近３０年中国典型区域水体面积变化与归因



南
水
北
调
与
水
利
科
技
（
中
英
文
）

生态与环境

式中：犘 为降水；ＡＷ 为子流域土壤湿度（ｍｍ）；

ＡＷ狌为子流域上层土壤湿度（ｍｍ）；ＡＷ犵为子流域

下层土壤湿度（ｍｍ）；ＷＭ狌为上层土壤饱和含水量

（ｍｍ）；犵１为土壤饱和后径流系数；犵２ 为土壤水影

响系数（０＜犵１＜１，１＜犵２）；犆为覆被影响参数；犓狉

为土壤水出流系数；犓犵为地下水出流系数；犓犲为蒸

散发系数；犻为时段数；犼为子流域单元号。

汇流是在ＤＥＭ提取的河网中采用运动波汇流
［３６］。

为了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蓄水量变

化的贡献率，通过ＤＴＶＧＭ模拟自然条件下的流量

犙ｓｉｍ，计算自然条件下的蓄水变化量Δ犞，其公式为

Δ犞＝
犙ｓｉｍ×犜－犈狆×犃

１０５
（１５）

式中：Δ犞自然条件下的蓄水变化量（１０８ｍ３）；犜为

时间，１年＝３６５×２４×３６００ｓ；犈狆 为年蒸发能力

（ｍｍ）；犃是提取的水体面积（ｋｍ２）。

包含人类活动影响的蓄水变化量 Δ犞′计算

公式为

Δ犞′＝犞狋＋１－犞狋 （１６）

犞＝０．０００２８６犃２－０．０４０７犃＋０．３４３
［３７］ （１７）

式中：Δ犞′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蓄水变化量（１０８ｍ３）；犞

为蓄水量（１０８ｍ３）；狋为年份。

人类活动对蓄水变化量的贡献率

η犺＝
Δ犞′－Δ犞
Δ犞

×１００％ （１８）

气候变化对蓄水变化量的贡献率

η犮＝１－｜η犺｜ （１９）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水体面积年际动态变化

本研究在ＧＥＥ云计算平台上使用多指数组合方

法提取了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中国９个研究区域的水体面

积。图２依次给出了（ａ）水体面积占区域面积比，（ｂ）

水体面积距平，（ｃ）水体面积累积的年际变化过程。

图２　水体面积年际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通过对比图２（ａ）中９个研究区水体面积占比

的年际变化特征，发现在４个城市研究区中，各城市

的水体面积占比变化范围都在０～５％：北京的水体

面积占比大致在１％～２％；广州在２％～４％；徐州

在１％～３％；乌海的水体面积占比在０～５％。对于

５个典型水域，其水体面积占比的波动幅度远大于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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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密云水库水体面积占比大体上是在４０％～

９０％；白洋淀在０～６０％；红碱淖在３０％～６０％；鄱

阳湖在４０％～９０％；纳木错水体面积波动幅度相对

较小，在６８％～７２％变化。从线性趋势（虚线）看：

北京、密云水库在２０００年左右水体面积出现了突变

减小，最近３年由于南水北调调水到北京，水体面积

得到了有效恢复；广州、徐州市水体面积没有显著变

化；乌海市由于拦黄河修了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

２０１４年竣工后水面面积大增；白洋淀水体面积从

１９８８年开始到２０００年持续下降，严重时水体几乎

消失，２００２年后开始人工调水补充白洋淀，使白洋

淀水体面积有所恢复；红碱淖由于大量的灌溉与上

游水库的修建，从１９８６年后水体面积显著下降，近

５年开始对红碱淖进行保护，并且出现丰水年，使水

体面积得到了有效恢复；纳木错作为人类活动影响

非常小区域，主要是全球气温的升高导致的冰川融

雪径流增加，近３０年水体面积显著增加；鄱阳湖受

降水周期变化波动影响。

水体面积距平（图２（ｂ））反映出：北京的水体面

积绝对变化量在－１００～１００ｋｍ
２，相当于一个密云水

库的水面；徐州的水体面积变化量也在－１００～

１００ｋｍ２；广州的水体面积变化量在－５０～５０ｋｍ２；乌

海的在－２０～５０ｋｍ
２；密云水库和纳木错变化量都大

致在－４０～４０ｋｍ
２；红碱淖变化量在－１０～１０ｋｍ２，

白洋淀在－１００～１５０ｋｍ
２，鄱阳湖水体面积绝对变化

量比较大，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ｋｍ２。相对于城市，湖库

区域水体面积占比波动幅度比较大，绝对变化量也较

大。但是城市的水体面积绝对变化量也不容忽视，如

经济发展较快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北京和徐州，其水

体面积绝对变化量比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的变

化要大。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

的扰动愈加剧烈。为更好地衡量人类活动和自然环

境变化对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的累积影响，针对各

个研究区分别选取数据可获得的比较早的年份作为

基准年，计算各年份水体面积相对于基准年的变化

量，并逐年累加，获得自基准年以来的水体面积总变

化量（图２（ｃ））。相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２０１８

年各个研究区的水体面积累积变化量有正有负，其

中：２０１８年北京水体面积累积增加量大概是８００ｋｍ２，

大概是北京面积的５％；广州水体面积累积增加量

约为６００ｋｍ２，大概是广州面积的８％；徐州水体面

积累积增加量达到２０００ｋｍ２，大概是徐州面积的

１８％；乌海累积增加量约为６００ｋｍ２，大概是乌海面

积的３５％；密云水库水体面积累积增加量大概是

３００ｋｍ２，相当于其正常蓄水位水面面积的１．６倍左

右；纳木错水体面积累积增加量约为１０００ｋｍ２；鄱

阳湖水体面积总变化量不到２００ｋｍ２；而红碱淖

２０１８年累积减少量大概达到２００ｋｍ２，是其多年平

均湖面的５倍左右。

在２００２年之前，北京水体面积累积变化量一致

处于增加状态，２００２年后累积变化量逐渐减少。密

云水库在２００１年前后水体面积累积变化量分别处

于增加和减少状态。鄱阳湖在２００３年前后水体面

积累积变化量分别呈现增加和减少的现象。广州和

徐州的水体面积累积变化量曲线一致处于上升状

态。乌海的水体面积在２０１４年左右开始快速增加，

２０１４年之前变化比较小。纳木错是在２００２左右水

体面积开始快速增加，其在之前也处于相对稳定状

态，水体面积累积变化量基本上保持不变。白洋淀

一直处于下降状态。红碱淖在２０００年之前水体面

积保持相对平稳状态，在２００１年左右开始加速

减少。

３．２　水体面积变化趋势对比分析

从前面关于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年际变化特征

的分析可以得到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的变化方向和

变化程度存在差异。通过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验

方法得到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年际变化趋势和显著

程度的结果。

如图３所示，水体面积ＭＫ趋势检验的犣值有

正有负，对应的水体面积变化有增有减，其中对应正

犣值的有白洋淀、纳木错、徐州和乌海，对应负犣值

的有密云水库、鄱阳湖、红碱淖、广州和北京。纳木

错（犣＝６．３２）、徐州（犣＝３．２６）、乌海（犣＝６．３４）呈现

显著增加趋势；密云水库（犣＝－２．７７）、鄱阳湖（犣＝

－１．６７）、红碱淖（犣＝－６．０３）、北京（犣＝－２．２８）呈现

显著减少趋势；白洋淀和广州变化趋势相对不显著。

图３　各研究区水体面积的ＭＫ趋势检验值

犣（｜犣｜＞１．６４表示通过了置信度９５％的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３　ＭＫ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犣｜＞１．６４ｍｅａｎ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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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典型水域水体空间变化特征

在像元尺度上，对红碱淖、白洋淀、鄱阳湖和密

云水库水体的遥感解译结果进行水体像元出现频率

统计（图４）。

图４　１９８７—２０１８年典型水体淹没频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ｒｏｍ１９８７ｔｏ２０１８

　　对比４个典型水域的水体淹没频率空间分布

特征，发现白洋淀水体分布极不均衡，东部范围基

本上常年有水，且基本上集中在东南部，而其西部

的水体淹没频率大都低于２５％，大概就是个别年

份会有水（见图４（ａ））；红碱淖水域周圈较宽范围

的淹没频率低于５０％，结合图３中红碱淖的显著

减少趋势，可以看出红碱淖水域正在逐渐向内萎

缩，主要是由于内蒙古在红碱淖的主要补给河流

上修建了水库，红碱淖的补水河流被截留（见图

４（ｂ））；密云水库位于土石山区，库区南部地势较

高，北部为平原地带，密云水库水体淹没频率从南

向北逐渐降低，其中北部尤其是东北部水体淹没频

率低于５０％（见图４（ｃ））；鄱阳湖主要依靠上游江水

以及降水进行补给，水域空间分布范围很大，少水年

份时，鄱阳湖湖泊主体部分大都有水，而各个支流，

尤其是小支流水体淹没频率较低，低于２５％，即常

年无水（见图４（ｄ））。纳木错选取了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和

２０１６年３个代表年份的水体解译结果来分析其水

体面积空间变化（见图５），其中变化明显的主要有

东北部、西部。图中Ａ、Ｂ、Ｃ位置都反映出从１９８７

年到２０００年，再到２０１６年，纳木错水体范围在不断

扩大。

图５　纳木错典型年份水体淹没范围

Ｆｉｇ．５　Ｗａｔｅｒ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ｉｎＮａｍＣｏＬ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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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面积影响

的定量区分

依据前文关于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年际变化的

分析，将各个研究区的研究期划分为基准期和人类

活动影响期。各个研究区（纳木错除外）根据式（８）

和（９）先计算基准期的逐年累积水体面积数据、累

积气温和累积降水数据，然后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各个研究区的多元回归公式、水体面积遥感

观测值和水体面积回归模拟值的相关性信息见表

３。从表３可以看出回归模拟的水体面积与观测

的水体面积的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多元累积回归

模型能够很好的模拟水体面积变化。进而根据式

（１０）至（１３）计算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面

积的贡献率。

表３　研究区水体面积与气温、降水的多元回归模型

Ｔａｂ．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ｋｅ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研究区 基准期 多元回归公式 拟合优度 犚ＡｏｂｓＡｓｉｍ

北京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 ∑犃＝－２４５．８６＋９．５４∑犜＋０．３５∑犘 ０．９９６ ０．３８１

广州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 ∑犃＝－４２．７５＋１．８４∑犜＋０．０８∑犘 ０．９９８ ０．６０４

徐州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 ∑犃＝－５１．４４＋－８．７１∑犜＋０．４３∑犘 ０．９９５ ０．７９８

乌海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 ∑犃＝－２．４３＋－０．４０∑犜＋０．０８∑犘 ０．９９６ ０．６１８

白洋淀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 ∑犃＝１４６．３８＋１．７７∑犜＋０．２７∑犘 ０．９９５ ０．７７６

红碱淖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 ∑犃＝１．１８＋２．１６∑犜＋０．０８∑犘 ０．９９９ ０．７９１

密云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 ∑犃＝－７０．９２＋５．８８∑犜＋０．１４∑犘 ０．９９９ ０．６９０

鄱阳湖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年 ∑犃＝５１７．１５＋１４８．２５∑犜＋２．６０∑犘 ０．９９７ ０．７１６

　注：犚ＡｏｂｓＡｓｉｍ为遥感观测与模拟水体面积的相关系数；犜为气温（℃）；犘为降水量（ｍｍ）；∑为逐年累积符号。

　　纳木错由于位于西部高寒地区，气象站点较少，

气象数据代表性不太好，此处借助ＤＴＶＧＭ模型模

拟纳木错流量，进而通过式（１５）计算只受自然环境

变化引起的湖泊蓄水变化量Δ犞，然后通过参考库

容面积式（１６）、（１７）计算受到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

变化影响的湖泊蓄水变化量Δ犞′，其中ＤＴＶＧＭ模

拟的流量（蓄水变化量）与遥感观测流量（蓄水变化

量）的相关性信息见表４。观测的水体库容变化、入

湖流量同模拟水体库容变化、入湖流量相关系数达

到０．８４以上，说明水文模型能够很好的模拟出纳木

错的入湖水量，估算出水体面积的变化。利用公式

（１８）、（１９）进一步计算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纳木错水体变化的贡献率。

表４　纳木错模拟流量（蓄水变化量）与遥感

观测流量（蓄水变化量）相关性

Ｔａｂ．４　ＮａｍＣ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

研究区 基准期 犚Δ犞－Δ犞′ 犚犙ｏｂｓ－犙ｓｉｍ

纳木错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０．８４２ ０．８４４

　注：Δ犞自然条件下的蓄水变化量；Δ犞′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蓄水变

化量；犙ｏｂｓ遥感观测流量，由公式（１５）至（１７）反推求得；犙ｓｉｍ是

ＤＴＶＧＭ模拟流量；犚指观测与模拟的相关系数。

对各个研究区水体面积变化原因的定量分析结

果见图６。纳木错和徐州气候变化的贡献率分别达

到９３．７％和７０．８８％，说明在该区域气候变化占主

导作用，其水体面积变化受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较轻；

而在其它区域，人类活动占据主导作用，北京（密云

水库）、乌海人类活动影响超过９０％，白洋淀、红碱淖、

鄱阳湖人类活动影响也都超过６５％。乌海由于人类

活动的影响，其水体面积增加，这主要是当地水利工

程的修建，增加了蓄水从而引起水体面积扩大；除乌

海以外，其它区域的人类活动均导致了水体面积的减

小，这主要是大量的灌溉引水以及区域上游修建水库

导致下游来水减少，水体面积减小。气候变化，主要

是降水变化，与大部分区域的水体面积变化有关，北

京、乌海和白洋淀由于降水减少，水体面积减小；而

南方比较湿润地区的徐州、广州和鄱阳湖主要是由

于降水增加，其水体面积增加；另外，位于青藏高原

的纳木错主要是气温升高导致其水体面积增加。

图６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体面积变化的相对贡献率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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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近３０多年来，我国不同研究区的水体面积表现

出不同的变化规律。在干旱半干旱区域，由于水资

源短缺，水体面积显著减少，如：北京、密云水库和红

碱淖水体面积逐渐减少，其中红碱淖的减少趋势显

著。在湿润地区，由于降水增加导致水体面积增加，

如：徐州。高寒山区由于气温升高，水体面积显著增

加，如：纳木错。

总体上来说，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水

体面积变化，只是在各个研究区作用程度不同。在

降水比较充沛的半湿润地区和湿润地区，如广州、鄱

阳湖和徐州，以及人口密度比较低的西部地区纳木

错，人类活动对水体面积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太剧烈；

降水偏少的半干旱地区，人类活动影响超过７０％，

如：白洋淀、红碱淖、密云水库、北京。其中乌海水体

面积受到人类活动的正向影响，水利工程的修建明

显增大了乌海的水体面积占比。

水体面积变化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

时水体面积研究对水资源的管理规划有一定意义。

水体面积变化会引起水面蒸发量的变化，曾有学者

指出各地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湖泊和水库存在大量

蒸发损失，这是水资源管理中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尤其是水库等水利工程的修建新增的蒸发损失不容

忽视，所以针对缺水地区来说，水体的蒸发损失很值

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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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ＹＥＡＺ，ＤＵＡＮＱＹ，ＺＥ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ｇａ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

（３）：２２２２２９，２３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６４ｘ．

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５．

［３６］　ＹＥＡＺ，ＤＵＡＮＱＹ，ＺＨＡＮＣＳ，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ｗａｖ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４４（５）：８８６

９０３．ＤＯＩ：１０．２１６６／ＮＨ．２０１２．１４５．ＤＯＩ：１０．２１６６／ｎｈ．

２０１２．１４５．

［３７］　严家宝，贾绍凤，吕爱锋，等．近十年中国陆地水储量

变化及其时空分布规律［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２０１６，１４（４）：２１２８．（ＹＡＮＪＢ，ＪＩＡＳＦ，ＬＹＵＡＦ，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Ｊ］．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４（４）：２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Ｉ：

１０．１３４７６／ｊ．ｃｎｋｉ．ｎｓｂｄｑｋ．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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