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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及其记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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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湿度控制着陆气之间的水热交换，与气候具有互馈效应。 为了揭示中国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基于

３９ 年 ＧＬＤＡＳ 数据，采用线性倾向估计、偏相关等方法探究了该区域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的时空规律及相关性，分析了土壤湿

度记忆性（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Ｍ）的空间分布及季节特征。 主要结论如下：（１）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仅表层（０—１０
ｃｍ）年平均土壤湿度呈显著减少趋势（Ｐ ＜ ０．００１），气候倾向率为 ０．７ ｋｇ ／ ｍ２ ／ １０ ａ，年降水量呈不显著增加趋势，而年平均气温呈

显著的增加趋势（Ｐ ＜ ０．００１）。 （２）多年平均状态下，表层与更深层（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的土壤湿度呈相反的空间

格局，中层（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 ｃｍ）土壤湿度最高。 （３）基于像元的偏相关系数表明研究区土壤湿度总体上与降水关系更密切，
二者呈正相关，但在 ０—１０ ｃｍ，部分地区相关性不显著。 （４）西南地区 ＳＭＭ 总体上以 ６０—９０ ｄ 为主，且 ＳＭＭ 均值以夏季最长，
其次为冬季和春季，秋季最短；同时，对比各深度的 ＳＭＭ，发现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对整个西南地区长期的气候预测具有更好

的代表性。 研究结果可为研究西南地区陆—气相互作用以及气候预测与模式评估等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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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是衡量陆地土壤干湿状况的重要指标，它联系了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之间物质的运移

和能量的交换［１⁃２］。 土壤湿度的多少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以及农作物的产量［３］；同时，土壤湿度影响水

循环过程中的蒸发和径流形成等环节；其次，土壤湿度影响土壤中化学物质的运移［４］；此外，土壤湿度通过改

变陆地地表向大气输送感热、潜热的分配比例，地表的反照率、土壤的热容量、地表蒸发和植被生长状况，影响

地表能量、水分的再分配，对气候产生影响［５⁃６］，因此研究土壤湿度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及其气候效应等是

水文学、气候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７⁃９］。
土壤湿度与气候要素之间存在互馈效应［１０⁃１３］。 目前，许多学者采用站点观测数据、再分析资料、遥感土

壤水分反演数据等研究土壤湿度对气候的影响［７，１４⁃１５］，发现土壤湿度是气候异常持续性的影响因子［１６⁃１８］，陆
地土壤湿度异常存在着数周至数月的记忆性，可以对后期的气象或气候进行预测［１９⁃２０］。 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 等［２１］ 利

用 ＡＧＣＭ 模型研究发现在土壤湿度为中等的地区土壤湿度的记忆性最高，土壤的极端干燥或潮湿状态往往

会增加土壤水分的记忆；Ｏｒｔｈ 等［２２］ 基于站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欧洲地区，土壤湿度记忆在某些季节持续高达

４０ ｄ；国内，李若麟［２３］等研究表明全球的土壤湿度记忆性长达 ２０—１１０ ｄ 不等；程善俊等［２４］ 发现与表层土壤

湿度相比，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深层的土壤湿度能较稳定地记忆区域气候的变化过程。 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着

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土壤水分是喀斯特作用、土壤侵蚀的重要影响因子，更是喀斯特石漠化严重地区植被生

长的限制性因子，因而有关土壤湿度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南地区土壤水分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３］，对该区域

土壤湿度的气候效应的研究偏少；此外，受地形影响，西南地区土壤湿度观测数据集在时空上不连续，导致针

对西南地区多层次、像元尺度的土壤湿度的记忆性及其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甚少。 左志燕等［２５］ 采用

１９８２—２００１ 年 ＥＲＡ⁃４０ 土壤湿度再分析资料研究发现中国西南地区春季各层的土壤湿度均呈变干的趋势；邓
彪等［２６］基于站点数据研究发现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年四川盆地表层土壤湿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王硕甫等［２７］ 研究

发现在西南地区（川、贵、渝、滇），与浅层（１０ ｃｍ）相比，中层（５０ ｃｍ）的土壤湿度与气温、降水之间的相关性

略强。
鉴于此，本文基于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 ＧＬＤＡＳ（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土壤湿度数据，以包括青

藏高原部分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为研究区，完成以下研究目的：１）基于观测站点实测数据评价 ＧＬＤＡＳ 土壤

湿度数据在研究区的适用性。 ２）利用线性倾向估计、距平分析揭示 ３９ 年来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的

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 ３）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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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４）计算土壤湿度记忆性，探讨中国西南地区土壤湿度记忆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季节特征。 本文研

究结果对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土壤湿度特征，区域陆面过程模拟和气候预测提供参考依据。

图 １　 研究区的位置及土壤湿度观测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　 研究区

如图 １ 所示，本文中国西南研究区主要包括广西、
云南、贵州、重庆、四川、青海西南部、西藏东北部地区，
后文分别统一简称为桂、滇、黔、渝、川、青、藏，经纬度范

围为 １９．４５ °—３７．６３ °Ｎ，８３．６６ °—１１３．２５ °Ｅ，面积约为

２３３ 万 ｋｍ２。 研究区覆盖我国地形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

过渡带，平均海拔为 ２９０６ ｍ，相对高差为 ７１９８ ｍ，地形

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 以横断山为界，横断山以东

分布有四川盆地、云贵高原，西部分布着青藏高原；气候

类型从东南向西北依次为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

候、高原高山气候；同时，桂、滇、黔、川等南方地区分布

着具

有二元三维结构的典型喀斯特地貌［２８］，生态环境

脆弱，部分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土壤侵蚀与石漠化问

题［２９⁃３１］，土壤水分是喀斯特土壤退化的关键因子［３２］；此
外，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在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广泛分布着

多年冻土，其面积占世界多年冻土的 ７％，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内腹的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的区域［３３］。 春夏

两季青藏高原土壤湿度为增加期，进入秋季为减少期，冬季则为稳定期［３４⁃３５］。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源与预处理

计算土壤湿度的记忆性需要长时间序列的土壤湿度数据。 然而，土壤湿度的时空变率大，研究区时空连

续的土壤湿度站点观测资料匮乏，遥感观测数据只能反演出表层土壤湿度，因此本文采用了全球陆面数据同

化系统 ＧＬＤＡＳ（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陆面模式 ＮＯＡＨ 提供的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 １°×１°的 ３ ｈ 土壤

湿度数据，土壤深度分为 ０—１０、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ＧＬＤＡＳ 结合地面观测和卫星数据产品，通过

数据同化生成了最优近实时的地表状态变量，克服了地面观测的局限性［３６］，大量研究评价结果表明了

ＧＬＤＡＳ 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３７⁃３９］，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土壤湿度研究、遥感反演土壤湿度结果验证，气候

气象预测，水资源管理，旱涝灾害等研究领域［４０⁃４２］。 为评价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在研究区的适用性，采用了

ＩＳＭ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提供的土壤湿度观测数据，ＩＳＭＮ 收集整理了来自世界 ５０ 多个观测

网络的土壤湿度数据，现已被广泛用于多源土壤湿度数据的验证［４３⁃４４］。 由于各观测站点的观测仪器、测量深

度、采样间隔等不一致，本文筛选出测量深度在 ０—１０ ｃｍ、质量符合标准的实测数据，用于验证 ０—１０ ｃｍ 的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站点位置见图 １。 研究区降水和气温数据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的地球系

统研究实验室（ＥＳＲＬ）提供的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 ０．５°×０．５°的降水数据和气温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ｓｒｌ．ｎｏａａ．ｇｏｖ ／ ）。
在数据预处理方面，通过算术平均将土壤湿度 ３ ｈ 数据处理为日数据，同时由于该土壤湿度数据单位为 ｋｇ ／
ｍ２，即用研究层内单位面积的含水量表示，本文将表层到深层的土壤湿度分别乘以 ０．１、０．３、０．６、１，消除土层

厚度的影响［２４］；将土壤湿度实测数据、降水数据和气温数据通过最邻近算法进行插值，使其与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

度数据的时空分辨率相匹配；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将土壤湿度实测数据与 ＧＬＤＡＳ 数据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２．２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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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线性倾向估计

用 ｙｉ ， ｔｉ 分别表示样本量为 ｎ 的气候变量及其对应的时间，建立 ｙｉ与 ｔｉ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具体公式

如下：
ｙ^ｉ ＝ α ＋ β ｔｉ （１）

式中，用最小二乘法去估计公式（１）中回归常数 α、回归系数 β，估计方法可参考文献［４５］；其中，β 即为倾向值，
β×１０ ａ 为气侯倾向率，即为每 １０ 年气象要素 ｙｉ的变化率［４６］。 β 大于（小于）０ 表示气候变量随时间呈上升

（下降）趋势，β 绝对值的大小代表气候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速率或幅度。 本文分别对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各层土壤

湿度、降水、气温的进行线性倾向估计，其中 ｔ１ ＝ １９７９，ｔ２ ＝ １９８０，……，ｔ３９ ＝ ２０１７。
２．２．２　 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本文计算了西南地区 ０—１０ ｃｍ 土壤湿度实测数据与 ＧＬＤＡＳ 数据的相关系数，同时也计算了各深度的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在时空上的相关系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ｒ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Ｙｉ － Ｙ）］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２）

式中， Ｘ、Ｙ、Ｘ、Ｙ 分别表示两个变量及变量的平均值， ｒ 为变量的相关系数， Ｎ 为样本量。
偏相关系数。 在 ３ 个变量 ｘｉ、ｘ ｊ、ｘｈ 中，排除其中一个变量的影响后计算的剩余两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

公式为：

ｒｉｊ·ｈ ＝
ｒｉｊ － ｒｉｈ ｒ ｊｈ

　
１ － ｒｉｈ ２( ) （１ － ｒ ｊｈ ２）

（３）

式中， ｒｉｊ、ｒｉｈ、ｒ ｊｈ 分别表示变量 ｘｉ 和 ｘ ｊ，ｒｉ 和 ｘｈ，ｘ ｊ 和 ｘｈ 的相关系数， ｒｉｊ·ｈ 是在固定变量ｘｈ 后 ｘｉ 和 ｘ ｊ 的偏相关系

数。 本文在像元尺度上分别计算了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２．２．３　 土壤湿度记忆性的计算

土壤湿度记忆性定义为土壤湿度的滞后自相关系数低于 ９９％的置信度检验时的滞后天数，它的大小可

以用土壤湿度的自相关系数来衡量［２３］，计算公式如下：

Ｒ（ｌａｇ） ＝

１
ｎ － ｌａｇ∑

ｎ－ ｌａｇ

ｉ ＝ １
Ｘ ｉ － Ｘ( ) Ｘ ｉ ＋ ｌａｇ － Ｘ(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

（４）

式中，ｌａｇ 为滞后的天数，ｌａｇ ＝ １、２、３……， Ｘ ｉ 为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同一日期的平均土壤湿度； ｎ 为 ３６５ ｄ， Ｘ 为 Ｘ ｉ，ｉ
＝ １、２、３……，的平均土壤湿度。 本文将季节划分为春季（ＭＡＭ，３、４、５ 月），夏季（ＪＪＡ，６、７、８ 月）、秋季（ＳＯＮ，
９、１０、１１ 月）、冬季（ＤＪＦ，１２、１、２ 月），进而计算了研究区不同季节、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记忆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的适用性评价

表 １ 所示，研究区 ６ 个实测站点的土壤湿度与匹配的 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数据均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了 ９９．９％的显著性检验。 总体相关性较好，为 ０．４８—０．５８，这说明在未考虑站点与像元的尺度（即 １°×１°）
差异的情况下，ＧＬＤＡＳ 土壤湿度数据与实测数据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中国西南地区土壤

湿度状况。
３．２　 土壤湿度与气候的时空特征

３．２．１　 土壤湿度趋势分析及空间分布特征

图 ２ 表明，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各深度的土壤湿度距平时间序列均呈不同幅度的波动变化，且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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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好的一致性，即存在同相位，该特点在 １９９１ 年之后表现的最为明显。 表 ２ 显示西南地区各深度的土壤

湿度在变化趋势上存在差异性，０—１０、１０—４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土壤湿度均呈减少的趋势，但仅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

湿度倾向值显著（通过 ０．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气候倾向率为 ０．７ ｋｇ ／ ｍ２ ／ １０ ａ，西南地区 ４０—１００ ｃｍ 的平均土壤

湿度呈微弱的增加趋势，但变化趋势不显著；此外，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不同深度的年均土壤湿度年际间变化明显，
存在 ２—３ ａ 的变化周期（图 ２），该特点与我国东部地区土壤湿度变化周期一致［４７］；其中，在 １９９６ 年，西南地

区各层土壤湿度均达到最小值，土壤为干旱状态（负距平）。 在空间分布上，西南地区多年平均状态下的土壤

湿度存在显著差异（图 ３），在表层（０—１０ ｃｍ），滇、藏、川交界处等研究区中部的土壤湿度最低，而藏中、青南

的土壤湿度最高；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总体上，从东南

向西北土壤湿度逐渐减少，主要表现在渝、黔、桂、川东地区土壤湿度偏高。 在垂直分布上，图 ３ 显示西南地区

中层（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 ｃｍ）的土壤湿度显著高于 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该结果与王硕甫等［２７］人的

结论一致，统计显示，从表层到深层，西南地区平均的多年土壤湿度均值依次为 ３１．５８、４３．８１、４３．４４、２４．９３ ｋｇ ／
ｍ２（表 １）；同时，０—１０ ｃｍ 土壤湿度的高、低值区分别处于西南地区的西部和中部，而更深层的土壤湿度的

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与其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西南地区西部为高寒地区，表层存在多年冻土导致。

表 １　 表层土壤湿度实测数据与 ＧＬＤＡＳ 数据的相关性及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ＬＤＡＳ ｄａｔａ

观测网
Ｎｅｔｗｏｒｋ

站点
Ｓｔａｔｉ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深度
Ｄｅｐｔｈ ／ ｍ

时间段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ＣＴＰ＿ＳＭＴＭＮ Ｌ１０＿Ｍ１７ ４５５２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１２ ０．５８０∗∗∗

Ｌ１２＿Ｍ２２ ４６７１ ０．１—０．１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０．５７６∗∗∗

Ｌ０７＿Ｍ１３ ４６２８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０．５１９∗∗∗

Ｌ０８＿Ｍ１４ ４５７４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０．５１０∗∗∗

Ｌ１７ ４５５９ ０．１—０．１ ２０１２．０６．１７—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０．５０６∗∗∗

Ｌ０４＿Ｍ０２ ４８１８ ０．１—０．１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０．４８１∗∗∗

　 　 显著性标记：０．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５ ‘∗’

图 ２　 西南地区平均的年平均土壤湿度距平、年降水距平和年平均气温距平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３．２．２　 降水和气温的趋势分析及空间分布特征

图 ２ 显示，总体上，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平均的年降水量呈不显著的增加趋势，而年平均气温呈极显

著线性增加趋势，气候倾向率为 ０．４℃ ／ １０ ａ（表 ２）。 二者年际变化均十分明显，其中，年降水量在 １９８１ 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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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在 １９９２ 年达到最小；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西南地区降水偏少

（负距平），在其他年份降水量偏多。 同时，从图 ２ 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平均的年平均气温存在 ３—４ 年的变化

周期；在 １９８３ 年，西南地区年平均气温最低，为 ６．９３℃，而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最高值，为 ８．９５℃；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年西南地区处于偏冷气候期（负距平），在其他年份基本处于偏暖气候期（正距平）。 此外，对比气温距

平与降水距平的变化曲线，西南地区平均的年降水量与年均气温在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２０１１ 等年份呈反相位，而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呈同相位。

表 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平均的土壤湿度、降水、气温的线性倾向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９ ｔｏ ２０１７

统计参数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土壤湿度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 （ｋｇ ／ ｍ２）
０—１０ ｃｍ １０—４０ ｃｍ ４０—１００ ｃｍ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降水 ／ 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气温 ／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３１．５８ ４３．８１ ４３．４４ ２４．９３ ７６４．８８ ７．９７

皮尔逊相关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ｒ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８４ ∗∗∗

调整的确定系数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７０

倾向值 Ｓｌｏｐｅ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４ ∗∗∗

　 　 显著性标记：０．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５ ‘∗’

图 ３　 多年平均状态下西南地区土壤湿度、年降水量及气温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在空间分布上，西南地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图 ３），该分布特征与较深层的土壤湿度

分布相似（图 ３）。 具体表现为滇西、川北，研究区青藏地区的年降水量在 ８００ ｍｍ 以下，但在研究区藏东南边

缘地带年降水量最高在 ２０００ ｍｍ 以上，桂东北等少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１６００ ｍｍ 以上。 西南地区多年

平均气温空间分布特征与年降水量分布相似，即从东南向西北，气温逐渐降低（图 ３），这可能是受海拔高度和

纬度的影响。 例如，藏、青等地区平均海拔高达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多年平均气温在 ０℃以下；云南和广西的南部地

区纬度低，多年平均温度偏高，在 ２０℃以上，研究区东北部四川盆地因海拔低，气温比同纬度地区高。 以上说

明西南地区从东南向西北，气候由高温多雨到低温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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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的时空相关性

图 ２ 中年平均土壤湿度距平与年降水量距平，年平均气温距平的变化曲线在部分年份存在同相位，但整

体的相关性不清晰；图 ３ 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多年平均状态下的土壤湿度、降水量、气温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良好

的一致性，因此，为进一步探究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时空相关性，本文分别从时间、空间维度计算了土

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表 ３）。

表 ３　 西南地区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时空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气候要素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

土壤湿度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０—１０ ｃｍ １０—４０ ｃｍ ４０—１００ ｃｍ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时间 Ｔｉｍｅ 降水 ０．１７ ０．４７∗∗ ０．３２∗ ０．３６∗

气温 －０．５０ ∗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５

空间 Ｓｐａｃｅ 降水 －０．３４∗∗∗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７８∗∗∗

气温 －０．３９∗∗∗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８５∗∗∗

　 　 显著性标记：０．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５ ‘∗’

由表 ３ 可知，在时间维度上，西南地区各层年平均土壤湿度与年降水量均呈正相关，且 １０—４０ ｃｍ 的土壤

湿度与降水的相关性最强且最显著，但表层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与年降水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同时，０—１０
ｃｍ 的年平均土壤湿度与年平均气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气温的升高可能是表层土壤

湿度干化的重要原因，而更深层的土壤湿度与年平均气温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空间上，西南地区多年

平均状态下的 ０—１０ ｃｍ 土壤湿度与年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根据水量平衡原理，
土壤湿度与降水量为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不同，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同时，表 ３ 显示，１０—４０、
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随着深度增加，相关性均增强。
以上说明，西南地区偏深层的土壤湿度与气候因子（降水、气温）之间的空间分布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可

能受地形控制的结果。
３．４　 西南地区土壤湿度记忆性的时空分布特征

大量研究表明土壤湿度异常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即土壤湿度的记忆性（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Ｍ），这
种记忆性可以预测季节尺度的气候状况，本文逐像元计算了西南地区不同深度不同季节的 ＳＭＭ［４８⁃４９］。 如图

４、图 ５ 所示，西南地区 ＳＭＭ 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季节差异，总体变化范围为 １９—１１１ ｄ 左右，以 ６０—９０
ｄ 为主，这说明西南地区的土壤湿度可能对后期 ２—３ 个月的天气或气候产生影响，该计算结果与 Ｄｉｒｍｅｙｅｒ
等［５０］，李若麟等［２３］的研究结果一致。 具体地，在春季（ＭＡＭ），表层（０—１０ ｃｍ）偏干地区的 ＳＭＭ 偏短，为
３０—６０ ｄ 左右，主要位于

渝、黔、川北部等地区，而在西藏中北部地区、广西东部地区的 ＳＭＭ 长达 ８０ ｄ 及以上；从 ０—１０ ｃｍ 到

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 ｃｍ，西南地区大部分区域的 ＳＭＭ 变短，其中在 ４０—１００ ｃｍ，青、藏等 ４４．３％的地区的 ＳＭＭ 短

于 ５０ ｄ，而相比之下，西南地区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 ＳＭＭ 略偏长，以 ６０—７０ ｄ 为主。 夏季（ＪＪＡ），在 ０—１０ ｃｍ，湿
润地区的 ＳＭＭ 偏长，例如，桂、黔、渝三省的西部地区，ＳＭＭ 长达 ３ 个月以上；同时，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西南地区

ＳＭＭ 长达 ３ 个月以上的范围达到最大，占比 ２５．３％，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区；秋季

（ＳＯＮ），西南地区不同土深的 ＳＭＭ 高低值空间分布格局与春季相似，存在细微差异，例如，在秋季，青藏地区

中部 ０—１０、１０—４０ ｃｍ 的 ＳＭＭ，达到全年最长为 ８０ ｄ 以上，这可能是由于在春季青藏高原地区土壤湿度持续

减少的结果。 冬季（ＤＪＦ），在 ０—１０ ｃｍ，西南地区的 ＳＭＭ 的空间差异较小，９５％地区的 ＳＭＭ 长达 ２—３ 个月；
同时，随着深度的增加，西南地区冬季 ＳＭＭ 短于 ２ 个月的西部地区空间分布变化规律总体上与春季相似，但
云南、四川东北部的 ＳＭＭ 天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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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南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深度土壤湿度的记忆性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Ｍ：３、４、５ 月；ＪＪＡ：６、７、８ 月；ＳＯＮ：９、１０、１１ 月；ＤＪＦ：１２、１、２ 月

图 ５　 西南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记忆性（ＳＭＭ）的面积百分比

Ｆｉｇ．５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４　 讨论

４．１　 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

对比表 ３ 中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在时间维度上的相关性，发现在表层（０—１０ ｃｍ），土壤湿度与气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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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比其与降水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在更深层（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土壤湿度与降水的相关性

比其与气温的相关性更强，这意味着，西南地区表层土壤湿度可能主要受气温控制，而更深层的土壤湿度主要

受降水的影响，即降水多（少）影响更深层土壤储水量的多（少），从而表现为更深层土壤湿度的高（低）。 然

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不能排除降水与气温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本文逐像元计算研究区土壤湿度与降水、气
温的偏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西南地区不同地区、深度的土壤湿度与降水的偏相关系数范围为－０．３５—０．７２ 不

等，而土壤湿度与气温的偏相关系数变化范围为－０．６６—０．７３ 不等。
为进一步判断对研究区土壤湿度影响更强的气候因子（降水、气温），本文逐像元比较土壤湿度与降水、

气温的偏相关系数绝对值，保留最大值（图 ６）。 在图 ６ 中，西南地区东南部的桂、滇、黔、渝及川南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与降水的关系更加密切，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在云南地区的偏相关系数最大；同时，西南

中西部的四川盆地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地区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的偏相关系数不显著，这说明该地区的土壤

湿度主要受到降水、气温以外因素的影响；此外，西南地区的西北部少部分地区的土壤湿度与气温呈强度的正

相关。 随着深度增加，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呈显著相关的地区范围扩大，这说明更深层的土壤湿度与降水、
气温的关系更加密切。 具体地，滇、桂等西南地区南部，青海等西南地区西北部 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与降水的相关性更加密切；３０°Ｎ 附近的四川盆地等研究区中部、东北部地区的土壤湿度与气温的

关系更加密切，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西南地区的土壤湿度整体上主要受降水影响，二者呈正

相关关系，但在表层，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四川南部地区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关系均不显著。

图 ６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９ ｔｏ ２０１７

研究区中灰色部分为偏相关系数的 Ｐ 值大于 ０．１ 的区域

４．２　 土壤湿度记忆性的气候效应

土壤湿度是影响陆—气相互作用的关键因子，对陆地气候变化的影响仅次于海洋温度，其记忆性对后期

数周至数月的降水、气温有一定的预测作用［７］。 对比分析西南地区不同土壤深度的 ＳＭＭ（图 ４—５），结果表

明，总体上表层 ０—１０ ｃｍ 的 ＳＭＭ 偏长，西南地区西北部 ４０—１００ ｃｍ 的 ＳＭＭ 最短且区域分异显著，这说明西

南地区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对未来整个西南地区长时期的气候预测更具代表性。 同时，统计不同季节研究

区 ＳＭＭ 均值，发现西南地区季节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夏季不同深度的平均 ＳＭＭ 最长，其次为冬季、春季，秋季

的平均 ＳＭＭ 最短，其中，西南地区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的 ＳＭＭ 季节变化最为明显。 此外，在雨季（夏季），中国西南

的湿润地区深层的 ＳＭＭ 比表层的更长，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西南地区 ＳＭＭ 长达 ３—４ 个月的地区范围达到最大，
这可能是由于夏季湿润地区降水等活动频繁，而表层土壤湿度受到大气的影响最为直接，包含了随机气象事

件的噪声，因而持续性差［５１⁃５２］；西南地区西北部，即青藏高原高寒地区表层 ＳＭＭ 在夏季最短，秋季最长。 这

可能是由于夏季时，高原处于雨季，表层土壤湿度受到季风降水活动影响大，因而表层的土壤湿度记忆性偏

短；在秋季，土壤湿度持续减少，表层土壤逐渐冻结，之后进入稳定期，ＳＭＭ 偏长［３４］。

９　 ２４ 期 　 　 　 邓元红　 等：西南地区土壤湿度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及其记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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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本文以中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区，采用线性倾向估计、距平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和偏相关等方法揭示了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土壤湿度、降水、气温的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了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与降

水、气温之间的时空相关性，探讨了中国西南地区土壤湿度记忆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季节特征。 主要结论

如下：
（１）西南地区各深度的年平均土壤湿度整体上波动相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长期趋势存在差异性。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呈显著减少趋势（Ｐ ＜ ０．００１），气候倾向率为 ０．７ ｋｇ ／ ｍ２ ／ １０ ａ，而 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 ｃｍ 土壤湿度无显著变化趋势。 中层（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０ ｃｍ）土壤湿度高于表层（０—１０ ｃｍ）和深层（１００—
２００ ｃｍ），且多年平均状态下，表层土壤湿度与更深层的土壤湿度的呈相反空间分布格局。

（２）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整体上呈不显著增加趋势，而年平均气温呈极显著的增加趋势（Ｐ ＜
０．００１），每 １０ ａ 升温 ０．４℃；多年平均状态下年降水量与年平均气温均由东南到西北递减的空间格局。

（３）在空间分布上，更深层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之间的相关性更强。 在长期变化上，偏相关系数表明

西南地区的土壤湿度整体上主要受降水影响，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在表层，研究区青藏高原，四川南部地区

的土壤湿度与降水、气温关系均不显著；
（４）西南地区土壤湿度湿度记忆性（ＳＭ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季节差异，总体变化范围为 １９—１１１

ｄ 左右，主要以 ６０—９０ ｄ 为主；其中，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湿度对整个西南地区长期（２—３ 个月）的气候预测具有

更好的代表性；在季节上，西南地区平均的 ＳＭＭ 在夏季最长，其次为冬季、春季，秋季最短。
（５）在雨季，湿润地区深层土壤湿度的记忆性比表层更长；受降水、冻土的消融与冻结等过程的影响，研

究区青藏高原地区表层 ＳＭＭ 在夏季最短，秋季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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