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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原光合植被覆盖度对降水变化的
响应

王举凤，何　 亮，陆绍娟，吕　 渡，黄　 涛，曹　 琦，张晓萍，刘宝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植被是影响土壤侵蚀过程的重要因素。 论文基于 ＭＯＤＩＳ 遥感数据和同期降水数据，用相关和回归分析方法从不同时间

尺度揭示了内蒙古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光合植被覆盖度（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ＰＶ）的变

化规律及其对降水变化的响应。 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多年平均 ｆＰＶ草甸草原为 ４６．５％，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分别为

３６．３％和 ２２．４％；草甸草原 ｆＰＶ随时间变化呈不显著增长趋势（线性变化斜率为 ０．２９％ ／ ａ），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ｆＰＶ呈不显著下降

趋势（线性变化斜率分别为－０．０４％ ／ ａ 和－０．２１％ ／ ａ）；相应时期年降水量随时间变化都呈现不显著波动上升趋势。 （２）内蒙古

草原的月植被覆盖度对月降水量存在明显的 １—２ 个月滞后效应和显著的累积效应，且表现出草原类型越干旱，滞后效应越明

显的特征；相比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植被对降水量变化更加敏感。 （３）内蒙古 ３ 类草原年平均植被覆盖度对降水量

的响应，均表现出年、季、月尺度上分别受当年降水量、生长季降水量以及 ６、７、８ 月份降水量的显著影响的特征；３ 类草原年植

被覆盖度与生长季降水线性拟合结果都较好，内蒙古 ３ 种草原类型的年植被覆盖度与降水量具有的强相关性，可为区域土壤侵

蚀动态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光合植被覆盖度；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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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植被覆盖度及其变化深刻影响着生态系统的植被生产能力、土壤理化性质、产汇流过程和生态系

统功能，从而影响着土壤流失等地表物质的传输和平衡，是土壤侵蚀评价中的重要影响因素［１］。 内蒙古地区

位于中国北方，气候主要为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区，是我国北方草地的主体部分和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
生态环境脆弱，土地退化严重［２］。 研究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地植被在年、季、月等尺度上对降水的响应和敏感

程度，有助于揭示草地覆盖变化影响因素，提高区域土壤侵蚀动态评价效率。
很多研究结果认为，近年来内蒙古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上升趋势［３］，但不同地区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表现

不同。 如彭飞等［４］、李林叶等［５］发现 ２０００ 年后的 １５ 年中呼伦贝尔草原植被覆盖度整体下降；焦全军等［６］、
张圣微等［７］认为，锡林郭勒草原植被覆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总体呈增加趋势，不同年份各类型草原植被覆盖度表

现为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而希拉穆仁草原近年来则处于中度退化状态［８］。 在植被覆盖度对降水的响应方

面，大量研究结果认为，降水是影响植被变化最主要的自然因素，是制约中国北方温带草原植被生长的根本原

因。 孙艳玲等［９］、张清雨等［１０］认为，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年内蒙古地区植被 ＮＤＶＩ 与降水有很好的相关性，植被受降

水的影响较大。 许旭等［１１］、穆少杰等［３］ 认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内蒙古草原生态区植被覆盖度在年际水平上主

要受降雨影响，月植被覆盖度对降雨量的响应存在时滞效应。 上述研究均从植被生态角度，探讨了植被覆盖

度的变化及降水对植被生长的一般影响，而对不同类型草原植被覆盖度的多年变化状态，对降水量变化的敏

感程度和定量关系，植被覆盖度对不同时段降水量的响应过程和密切程度，最佳模拟式等等问题还有待研究。
植被覆盖度（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ＦＶＣ）是植被的叶、茎、枝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地面总面积的比例，

是衡量地表植被状况的重要指标［１２］。 地表植被按照功能属性可以分为绿色光合植被 （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ＰＶ）和非光合植被（Ｎｏｎ⁃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ＰＶ）。 在以往像元二分模型基础上，Ｇｕｅｒｓｃｈｍａｎ
等［１３］在 ２００９ 年提出了像元三分模型，将光合植被（ＰＶ）、非光合植被（ＮＰＶ）和裸土（ＢＳ）作为混合像元的 ３
种组分进行线性分离，经过澳大利亚稀树草原区域的验证、评估和改进，推出了基于 ＭＯＤＩＳ 数据（ＭＣＤ４３Ａ４，
ＭＯＤ０９Ａ１）的全球产品［１３］。 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应用［１４⁃１６］ 表明，像元三分模型中的 ＰＶ 覆盖度精度可以

达到 ９１．２％，而 ＮＰＶ、ＢＳ 的反演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本文将使用该数据集的光合植被（ＰＶ）数据部分，深入分析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原年、月植被覆盖度变化，

及其对不同时间尺度降水量的响应过程和特征，为区域土壤侵蚀动态评价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和样地选择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总面积 １１８．３ 万 ｋｍ２。 其地貌以蒙古高原为主

体，主要包括由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平原，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 ｍ 左右。 以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平均降水量 ５０—４５０ ｍｍ，平均气温⁃ ３．７—１１．２ ℃。 地带性土壤的分布从东部的黑土，
向西依次为暗棕壤、黑钙土、栗钙土、棕壤土、黑垆土、灰钙土、风沙土和灰棕漠土。 按照降雨量和温度的梯度

变化，植被类型沿东北西南一线依次为森林、草原和荒漠［１７］。 随气候条件的地带性差异形成了草原植被的

３ 个亚类型，即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本文结合中国植被图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以内蒙古 ３ 种草原类型，即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甸草原

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典型草原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荒漠草原区为研究对象，各草原类

型区分别选取 ３ 个代表性研究样地，每个样地均包括 ９ 个像元，即每个草原区的样地面积均为 ６．７５ ｋｍ２，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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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值作为该类型草原的月、年植被覆盖度值。 草原类型的分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 １∶１００ 万》 ［１８］ 提

供。 研究区和样地位置如图 １ 所示，基本情况特征和降水组合方式如表 １。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及气象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 １　 研究样地位置与基本情况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项
Ｉｔｅｍ

草甸草原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典型草原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荒漠草原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样地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
温克旗）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西乌
珠穆旗）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茂
旗）

多年平均降水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３３３ ２９５ ２９１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７６２ １０２５ １６１０
平均坡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 ° ０．５ １．５ ０．５

经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４８°３５′２７″Ｎ，
１１９°１５′３１″ Ｅ

４４°４７′２７″Ｎ，
１１７°１９′５９″ Ｅ

４１°２１′１８″Ｎ，
１１１°１２′５８″ Ｅ

土壤 Ｓｏｉｌ 暗棕壤、黑土、暗色草甸土等 栗钙土、栗褐土等 棕钙土、栗钙土等

主要物种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贝加 尔 针 茅 （ Ｓｔｉｐ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Ｒｏｓｈｅｖ）、羊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线叶菊（Ｆｉ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等

大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羊草、糙
隐子草（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等

羊草、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糙隐子草等

气象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海拉尔 西乌珠穆沁旗 希拉穆仁

２　 数据来源和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采用 ＭＯＤＩＳ 产品（ＭＣＤ４３Ａ４，ＭＯＤ０９Ａ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使用线性分离方法将每个像元分为 ＰＶ、Ｎ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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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ＢＳ ３ 种组分［１３］，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 的月植被覆盖产品数据集［１３］。 分析该数据集中的 ＰＶ 覆盖度

（ ｆＰＶ）部分并对数据进行了质量检查。 采用 ６—９ 月生长季 ｆＰＶ值的平均值来表征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原年植被

覆盖度。
同期降水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ａｍ．ｇｏｖ．ｃｎ）。 分别选取距离研究样点最近

的 ３ 个气象站，即海拉尔、西乌珠穆沁旗、希拉穆仁的日降水数据，年降水量是指 １—１２ 月的月降水量之和。
２．２　 分析方法

（１）变化趋势

为研究植被覆盖度和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对数据和年份之间进行线性回归，计算其拟合斜率 ｂ 和相关系

数 ｒ［１９］。 如果斜率大于零，说明要素变化趋于上升趋势，反之则说明要素变化趋于下降。 如果 ｒ 值通过 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则认为要素呈显著增加或显著下降趋势。

ｂ ＝
∑

ｎ

ｉ ＝ １
ｘｉ ｔｉ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ｎ∑

ｎ

ｉ ＝ １
ｔｉ

∑
ｎ

ｉ ＝ １
ｔ２ｉ － （∑

ｎ

ｉ ＝ １
ｔｉ）

２
／ ｎ

（１）

ｒ ＝
　

∑
ｎ

ｉ ＝ １
ｔ２ｉ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ｔｉ）

２
／

　

∑
ｎ

ｉ ＝ １
ｘ２
ｉ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ｘｉ）

２
（２）

式中，ｂ 为斜率； ｘｉ 为第 ｉ 年的降水量（植被覆盖度）； ｔｉ 为第 ｉ 年份，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间取值；ｎ 为研究时间段，
取 １５。

（２）相关性分析

植被覆盖度与降水量之间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ｘｙ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ｙｉ － ｙ( )[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 ２）

（３）

式中， Ｒｘｙ 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ｘｉ 为第 ｉ 年 ／月的植被覆盖度， ｙｉ 为第 ｉ 年 ／月的降水量， ｘ为多年 ／月植被覆

盖度的平均值， ｙ 为多年 ／月降水的平均值，ｎ 为样本数。 并建立内蒙古草原 ｆＰＶ与降水的回归模型，利用 Ｆ 检

验对回归模型精度进行验证。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光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和降水量的年际变化特征

内蒙古草原生长季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以草甸草原样地最高，为 ４６．５％，其次为典型草

原，为 ３６．３％，最低为荒漠草原 ２２．４％。 对 ３ 个草原区 ｆＰＶ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草甸草原 ｆＰＶ随年际变化呈

不显著增长趋势，年变化斜率为 ０．２９％ ／ ａ，而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ｆＰＶ呈不显著下降趋势，年变化斜率分别为

－０．０４％ ／ ａ和－０．２１％ ／ ａ，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 ３ 个草原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３４１．０、２９９．７、２９５．４ ｍｍ，降水量随年际变化都呈现不显

著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海拉尔的年降水量增长速率最大，年变化斜率为 ８．５ ｍｍ ／ ａ，希拉穆仁的降水量上升趋

势最弱，年变化斜率为 ２．０ ｍｍ ／ ａ，西乌珠穆沁旗的年降水量变化居中，为 ６．１ ｍｍ ／ ａ。
３．２　 光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和降水量的年内变化特征

图 ３ 是各草原区样地月均植被覆盖度变化曲线（源数据缺少 １１、１２ 月和 １ 月数据）。 受季风气候影响，各
草原区月均植被覆盖度均表现出 ２—３ 月份最低，３—７ 月持续上升，７ 月均达到植被覆盖度峰值，分别为

６１．４％、５０．２％、２５．０％。 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植被覆盖度在 ７—１０ 月呈现快速下降过程，而荒漠草原 ７—９ 月

植被覆盖度缓慢降低，１０ 月份植被均处于荒芜状态，ｆＰＶ值小于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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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类草原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 ｆＰＶ和年降水量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ＰＶ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６

从 ３ 类草原区的多年月平均降水曲线（图 ４）明显看出，降水量最大的月份均为 ７ 月份，草甸草原区的海

拉尔站 ７ 月降水量（９６．４ ｍｍ）明显大于典型草原区的西乌珠穆沁旗站降水量（７０．７ ｍｍ）和荒漠草原区的希拉

穆仁站降水量（６６．８ ｍｍ）。 ３ 类草原的夏季（６、７、８ 月）降水占全年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５％、６１．７％、６０．０％左右。
３ 类草原区月均降水量的分布格局与月植被覆盖度的分布十分相似。

图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月均 ｆＰＶ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ｆＰＶ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６
图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月均降水量变化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６

３．３　 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对降水的响应

对 ３ 类草原区月植被覆盖度值与月降水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生长季逐月 ｆＰＶ与当月和前几月降水的

相关系数，探讨月降水量对月植被生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前期累积降水量对月植被生长的影响程度，如表 ２、
表 ３ 所示。

从月植被覆盖度与逐月降水的相关系数（表 ２）可知，内蒙古 ３ 种类型草原在 ６—９ 月的当月植被覆盖度

与前一个月、当月降水量关系最为密切；５ 月植被覆盖度受降水的影响，仅在荒漠草原与 ５ 月降水达到显著相

关，在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不显著。 表 ２ 还可以看出，３ 类草原月植被覆盖度对月降水量的响应均存在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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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尤其 １—２ 个月的滞后效应最明显，且表现出越干旱的草原类型滞后效应越明显的特征。

表 ２　 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与逐月降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ｆＰＶ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

草原类型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ｙｐｅ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５ 月
Ｍａｙ

６ 月
Ｊｕｎｅ

７ 月
Ｊｕｌｙ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草甸草原 当月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６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８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前第 １ 月 ０．１１８ ０．５８９∗ ０．４４５ ０．６９２∗∗ ０．３１４ ０．８１０∗∗

前第 ２ 月 ０．２０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９ ０．４０９ ０．４８４ －０．２４０

前第 ３ 月 －０．２１０ －０．２７９ ０．０３５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８

前第 ４ 月 －０．３２０ －０．１１３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４ －０．２６０ ０．０７５

典型草原 当月 ０．０２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４７５ ０．１９７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前第 １ 月 －０．３１２ ０．４９８ ０．４３８ ０．３９６ ０．２４６ ０．４６６

前第 ２ 月 ０．５５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０４ ０．１３２

前第 ３ 月 －０．２３３ ０．４１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４９ ０．３２６ －０．０６０

前第 ４ 月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３ －０．２９０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８

荒漠草原 当月 ０．６０７∗ ０．１４２ ０．７１９∗∗ ０．７５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前第 １ 月 ０．０９０ ０．７９６∗∗ ０．２８９ ０．６９４∗∗ ０．７９１∗∗ ０．１０４

前第 ２ 月 －０．２９５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７ ０．２８１ ０．６３７∗ ０．３５２

前第 ３ 月 ０．１０４ －０．３６２ ０．４７３ ０．４４２ ０．２７６ ０．６０４∗

前第 ４ 月 ０．２９０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４ ０．２５５ ０．３６９ ０．５５８∗

　 　 注： ∗ 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３　 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与累积降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Ｒ）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ｆＰＶ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

草原类型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ｙｐｅ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５ 月
Ｍａｙ

６ 月
Ｊｕｎｅ

７ 月
Ｊｕｌｙ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草甸草原 当月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６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８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当月＋前 １ 个月 ０．１００ ０．５１７∗ ０．７１６∗∗ ０．６５２∗∗ ０．３６６ ０．８５１∗∗

当月＋前 ２ 个月 ０．１３４ ０．５２８∗ ０．６７５∗∗ ０．７７５∗∗ ０．６６４∗∗ ０．３５９

当月＋前 ３ 个月 ０．１０５ ０．５０ ０．６７２∗∗ ０．６８６∗∗ ０．５１３ ０．０７３

当月＋前 ４ 个月 ０．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６５７∗∗ ０．６７４∗∗ ０．５５９∗ ０．０９７

典型草原 当月 ０．０２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４７５ ０．１９７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当月＋前 １ 个月 －０．０５６ ０．６７５∗∗ ０．５８５∗ ０．４５４ ０．４２５ ０．４５１

当月＋前 ２ 个月 ０．０４２ ０．７０３∗∗ ０．５９４∗ ０．５８３∗ ０．５５２∗ ０．３９１

当月＋前 ３ 个月 ０．０１５ ０．７１０∗∗ ０．５８６∗ ０．５２８∗ ０．５９１∗ ０．２０５

当月＋前 ４ 个月 ０．００９ ０．７２１∗∗ ０．５８３∗ ０．５０７ ０．４９４ ０．３１５

荒漠草原 当月 ０．６０７∗ ０．１４２ ０．７１９∗∗ ０．７５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当月＋前 １ 个月 ０．４４４ ０．６１１∗ ０．６０６∗ ０．９４３∗∗ ０．６９９∗∗ ０．１５１

当月＋前 ２ 个月 ０．３２８ ０．６７５∗∗ ０．７１２∗∗ ０．８６４∗∗ ０．８６６∗∗ ０．４０５

当月＋前 ３ 个月 ０．３４８ ０．５８０∗ ０．７５１∗∗ ０．８９２∗∗ ０．７５６∗∗ ０．６３１∗

当月＋前 ４ 个月 ０．３６９ ０．５９２∗ ０．７４１∗∗ ０．８７６∗∗ ０．７９１∗∗ ０．６８３∗∗

　 　 注： ∗ 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与前期累积降水量的相关系数（表 ３）看出，内蒙古草原月累积降水对植被的作用在

各月间以及不同类型草原区差异较大。 ５ 月植被覆盖度受累积降水的影响在各类型草原均不显著，整体以 ６
至 １０ 月的植被覆盖度与月累积降水相关性较好，表现为越干旱的地区越受更长时间的前期降水影响的特征。
总体上，草甸草原植被覆盖度与当月＋前 １ 个月、当月＋前 ２ 个月降水量最密切，典型草原植被覆盖度与当月＋

５２６５　 １６ 期 　 　 　 王举凤　 等：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原光合植被覆盖度对降水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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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２ 个月、当月＋前 ３ 个月降水量最密切，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与当月＋前 ３ 个月、当月＋前 ４ 个月降水量最

密切。
从草原类型来看，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植被覆盖度与累积降水相关性高的月份主要是 ６、７、８ 月；荒漠草

原在 ６ 至 １０ 月植被覆盖度与累积降水相关性整体都较好，同时，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与累积降水的相关性较

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显著，因为荒漠草原区降水量低，植被对降水更加敏感。
总的来看，５ 月的植被覆盖度和降水量，除了典型草原与前第 ２ 个月的降水量、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与当

月降水量为显著相关外，其余均无显著相关，受累积降水量的影响在各类型草原也均不显著。 说明研究区 ５
月份植被覆盖度开始增加，与当月降水量、前期各月降水量、累积降水量关系不明显，但有草原类型越干旱，受
前期降水量、累积降水量影响越大的趋势；内蒙古草原 ６—９ 月生长季植被对降水的响应较为强烈。
３．４　 年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对降水的响应

用生长季 ６—９ 月植被覆盖度均值（ ｆＰＶ）代表年植被覆盖度，探讨年植被覆盖度与生长季各月、不同月累

积降水量间的响应密切程度，以及回归关系（表 ４）；年植被覆盖度与当年、年不同时段降水量间的响应密切程

度，及其回归关系，如当年降水量、生长季（６—９ 月）降水量、前期（１１—５ 月）降水量，结果如表 ５。

表 ４　 年植被覆盖度与生长季各月降水量间的一元和多元回归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

草原类型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ｙｐｅ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程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决定系数（Ｒ２）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草甸草原 ６ 月 ０．４４１ Ｙ＝ ０．０８９Ｘ＋４１．６３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９４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７ 月 ０．７５３∗∗ Ｙ＝ ０．０８７Ｘ＋３８．１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５６６

８ 月 ０．０４１ Ｙ＝ ０．００９Ｘ＋４５．８７８ ０．８８５ ０．００２
９ 月 －０．００７ Ｙ＝ －０．００２Ｘ＋４６．５４９ ０．９８０ ０．０００
６—７ 月总雨量 ０．８１７∗∗ Ｙ＝ ０．０７６Ｘ＋３４．９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６—８ 月总雨量 ０．８６０∗∗ Ｙ＝ ０．０８３Ｘ＋２８．５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３９
６—９ 月总雨量 ０．８１６∗∗ Ｙ＝ ０．０７５Ｘ＋２７．８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５
６、７ 月 — Ｙ＝ ０．０６６Ｘ１＋０．０８０Ｘ２＋３５．１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０
６、７、８ 月 — Ｙ＝ ０．０８７Ｘ１＋０．０８３Ｘ２＋０．０６７Ｘ３＋２９．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６
６、７、８、９ 月 — Ｙ＝ ０．０８７Ｘ１＋０．０８３Ｘ２＋０．０６７Ｘ３－０．００２Ｘ４＋２９．３８５ ０．００５∗ ０．７４６

典型草原 ６ 月 ０．０５３ Ｙ＝ ０．１３０Ｘ＋２７．６４９ ０．０５６ ０．２５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７ 月 ０．３６３ Ｙ＝ ０．０７０Ｘ＋３１．３５０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２

８ 月 ０．１０２ Ｙ＝ ０．０５０Ｘ＋３３．９０４ ０．７１８ ０．０１０
９ 月 ０．２３３ Ｙ＝ ０．１１７Ｘ＋３２．５２４ ０．４０４ ０．０５４
６—７ 月总雨量 ０．５８８∗ Ｙ＝ ０．０９０Ｘ＋２３．９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６
６—８ 月总雨量 ０．６１７∗ Ｙ＝ ０．０９４Ｘ＋１８．９５２ ０．０１４∗ ０．３８０
６—９ 月总雨量 ０．６２１∗ Ｙ＝ ０．０８５Ｘ＋１７．７４５ ０．０１３∗ ０．３８６
６、７ 月 — Ｙ＝ ０．１２８Ｘ１＋０．０６８Ｘ２＋２２．９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３８０
６、７、８ 月 — Ｙ＝ ０．１２０Ｘ１＋０．０７７Ｘ２＋０．０６５Ｘ３＋１９．７２６ ０．１２４ ０．３９５
６、７、８、９ 月 — Ｙ＝ ０．１１７Ｘ１＋０．０７５Ｘ２＋０．０３９Ｘ３＋０．０６２Ｘ４＋１９．３７９ ０．２２３ ０．４０７

荒漠草原 ６ 月 ０．３０６ Ｙ＝ ０．０５２Ｘ＋１９．５９４ ０．２６７ ０．０９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７ 月 ０．７５９∗∗ Ｙ＝ ０．１０５Ｘ＋１５．４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５７６

８ 月 ０．５９７∗ Ｙ＝ ０．１０１Ｘ＋１６．８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３５７
９ 月 ０．１０８ Ｙ＝ ０．０２２Ｘ＋２１．４９５ ０．７０２ ０．０１２
６—７ 月总雨量 ０．６４０∗ Ｙ＝ ０．０５６Ｘ＋１５．６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４１０
６—８ 月总雨量 ０．８４０∗∗ Ｙ＝ ０．０６５Ｘ＋１０．９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５
６—９ 月总雨量 ０．７６０∗∗ Ｙ＝ ０．０５１Ｘ＋１１．３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７７
６、７ 月 — Ｙ＝－０．０１７Ｘ１＋０．１１１Ｘ２＋１５．９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５８３
６、７、８ 月 — Ｙ＝ ０．０１２Ｘ１＋０．０８８Ｘ２＋０．０８５Ｘ３＋１１．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１
６、７、８、９ 月 — Ｙ＝－０．００１Ｘ１＋０．０９３Ｘ２＋０．０８４Ｘ３＋０．０２２Ｘ４＋１０．６９７ ０．００１∗∗ ０．８１８

　 　 注： ∗、∗∗，分别是在 ０．０５、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不作相关．

６２６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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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植被覆盖度（６—９ 月植被覆盖度均值，ｆＰＶ）与生长季各月（６—９ 月）降水量间的响应程度来看（表
４），单月降水因子对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植被覆盖度主要是与 ７ 月降水量相关性最好，７、８ 月降水对荒漠草

原植被影响最大，其相关系数为显著程度。 将生长季降水量进行逐月累积后发现，３ 类草原年植被覆盖度与

生长季各月组合降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显著甚至极显著，总体上与 ６—８ 月总降水量最相关。 从年植被覆盖

度与生长季各月降水量间的多元关系来看，随着月份的增加，３ 类草原年植被覆盖度与各月的关系也越密切，
与 ６、７、８、９ 月的多元关系最优，其方程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７４６、０．４０７、０．８１８。 说明 ３ 类草原年植被覆盖度与整

个生长季降水都相关，尤其是 ６—８ 月的总降水量的影响最显著。

表 ５　 年植被覆盖度与年降水量间的一元和多元回归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草原类型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ｙｐｅ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决定系数（Ｒ２）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草甸草原 当年 ０．７６６∗∗ Ｙ＝ ０．０６５Ｘ＋２４．４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５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生长季（６—９ 月） ０．８１６∗∗ Ｙ＝ ０．０７５Ｘ＋２７．８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５

前期（１１—５ 月） －０．０１５ Ｙ＝－０．００４Ｘ＋４６．８０８ ０．９５８ ０．０００

当年、前期 — Ｙ＝ ０．０７６Ｘ１－０．０９９Ｘ２＋２８．３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９４

生长季、前期 — Ｙ＝ ０．０７６Ｘ１－０．０３１Ｘ２＋２９．９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８

当年、前一年 — Ｙ＝ ０．０６３Ｘ１＋０．０１１Ｘ２＋２１．４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６０４

典型草原 当年 ０．６６２∗∗ Ｙ＝ ０．０８２Ｘ＋１１．７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４３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生长季（６—９ 月） ０．６２１∗ Ｙ＝ ０．０８５Ｘ＋１７．７４５ ０．０１３∗ ０．３８６

前期（１１—５ 月） ０．１４１ Ｙ＝ ０．０５２Ｘ＋３２．８９５ ０．６１６ ０．０２０

当年、前期 — Ｙ＝ ０．０８７Ｘ１－０．０４４Ｘ２＋１２．９６７ ０．０２７∗ ０．４５１

生长季、前期 — Ｙ＝ ０．０８７Ｘ１＋０．０６４Ｘ２＋１３．３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４１６

当年、前一年 — Ｙ＝ ０．０８５Ｘ１－０．００９Ｘ２＋１３．５９２ ０．０３０∗ ０．４４４

荒漠草原 当年 ０．７３９∗∗ Ｙ＝ ０．０４０Ｘ＋１０．６９１ ０．００２∗∗ ０．５４６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生长季（６—９ 月） ０．７６０∗∗ Ｙ＝ ０．０５１Ｘ＋１１．３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７７

前期（１１—５ 月） ０．６４３∗∗ Ｙ＝ ０．１１４Ｘ＋１５．６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４１３

当年、前期 — Ｙ＝ ０．０３０Ｘ１＋０．０５９Ｘ２＋１０．１７９ ０．００３∗∗ ０．６１９

生长季、前期 — Ｙ＝ ０．０４０Ｘ１＋０．０７４Ｘ２＋９．２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５

当年、前一年 — Ｙ＝ ０．０４０Ｘ１＋０．０２１Ｘ２＋４．４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７０９
　 　 ∗、∗∗，分别是在 ０．０５、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将年植被覆盖度与当年降水量、生长季（６—９ 月）降水量、前期降水量（前一年 １１ 月至当年 ５ 月）、前一年

降水量等要素进行回归（表 ５），发现年植被覆盖度与当年降水量、生长季降水量的关系都达到极显著相关。
内蒙古草原为长冬短夏，冬季开始时间从当年 １０ 月初到次年 ４ 月底，持续 ７ 个月时间，夏季为 ７ 月底到 ８ 月

初的半月时间。 表 ５ 中进行了植被覆盖度与前期降水（与冬季时间几乎一致）的相关分析，发现不同草原类

型年植被覆盖度与冬季降水量均为正相关关系，但在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均不显著，说明在草甸草原区和典

型草原区冬季降水量可以促进植被覆盖度的增加，但作用不显著。 而对较干旱的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起到显

著促进作用。 将各时段降水因素与年植被覆盖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植被覆盖度均

与当年、前期降水的回归效果最好，而荒漠草原植被与生长季、前期降水拟合结果最优。
总体上，内蒙古 ３ 种类型草原年植被覆盖度对降水量的响应均表现出在年、季、月尺度上分别受当年降水

量、生长季降水量以及 ６、７、８ 月份降水量显著影响的特征。

４　 讨论

从样地光合植被覆盖度以及降水年际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图 ２），不同类型草原区植被覆盖度与降水量均

具有很好的相关关系，ｆＰＶ值变化曲线都与降水量变化曲线波动情况基本一致，也发现某些年份植被覆盖度并

７２６５　 １６ 期 　 　 　 王举凤　 等：内蒙古不同类型草原光合植被覆盖度对降水变化的响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不能与降水量很好地吻合，可能是草原植被覆盖度对降水存在一定滞后效应或相对于降水的变化而言植被结

构更趋于稳定。
对 ３ 个草原多年 ｆＰＶ月平均值与多年月平均降水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草原区月植被覆盖度对降水量

的响应存在时滞效应，这与穆少杰、张戈丽等人［３，２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不管是在年尺度还是月尺度上，相比

草甸草原区和典型草原区，荒漠草原植被覆盖度对降水更加敏感，这与许旭研究结果一致［１１］。
本文对植被覆盖度与降水的相关性做了分析，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植被覆盖度受不同时间降水影响的规

律。 以往文献［２１⁃２２］很多都认为年际尺度上，植被覆盖度主要受降水影响，而月季尺度上，植被受温度和降水

综合因素影响大于单因子的影响。 作为重要的气象因素，温度对于植被的影响不容忽视，但经过分析，内蒙古

３ 种类型草原的 ５—１０ 月逐月植被覆盖度，与前期月均温，年植被覆盖度与生长季、非生长季的均温在多数情

况下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对于内蒙古草原植被，降水量对植被覆盖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２３⁃２４］。 这与孟梦［２５］

研究结果较吻合，她认为内蒙古 ＮＤＶＩ 与气温和降水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空间差异，１７．６％的面积与降水显著相

关，仅有 ０．４％的区域与气温显著相关，降水对 ＮＤＶＩ 的影响比气温更为显著。 因此，本文以降水量作为主要

气象因素，分析了其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
文中重点研究了光合植被覆盖度对降水的定量响应关系，可为土壤侵蚀动态监测中消除降水波动的影响

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算法。 在地表覆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中，非光合植被覆盖度也起着重要作用，需要进一

步研究。 总植被覆盖度（光合植被覆盖度＋非光合植被覆盖度）需要根据具体研究区不同地物特征的光谱反

射机理出发改进像元三分模型，增强非光合植被覆盖度反映地物信息的准确程度，进一步定量化光合植被覆

盖度、非光合植被覆盖度和裸土以及三者的交互作用，为区域土壤侵蚀动态监测与评估提供依据。

５　 结论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 ３ 种草原类型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的光合植被覆盖度和同期降水进行分析，得出如下

结论：
（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多年平均光合植被覆盖度 ｆＰＶ分别为 ４６．５％、３６．３％

和 ２２．４％；草甸草原 ｆＰＶ随时间变化呈不显著增长趋势（斜率为 ０．２９％ ／ ａ），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ｆＰＶ呈不显著下

降趋势（斜率分别为－０．０４％ ／ ａ 和－０．２１％ ／ ａ）。
（２）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 ３ 个草原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３４１．０、２９９．７、２９５．４ ｍｍ，降水量随年际变化都呈现

不显著波动上升趋势，年内降水差异较大。
（３）内蒙古草原的月植被覆盖度对月降水量存在明显的 １—２ 个月滞后效应和显著的累积效应，且表现

出越干旱的草原类型滞后效应越明显的特征；相比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植被对降水量变化更加

敏感。
（４）３ 类草原年植被覆盖度对降水量的响应，均表现出在年、季、月尺度上分别受当年降水量、生长季降水

量以及 ６、７、８ 月份降水量显著影响的特征；３ 类草原年植被覆盖度与生长季降水线性拟合结果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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