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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尚未包含中国港澳台统计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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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不同草地植被枯黄期对极端气
候事件的响应

袁沫汐１ꎬ２ꎬ３ꎬ４ꎬ∗ꎬ赵　 林２ꎬ李鑫鑫２ꎬ林爱文２

１ 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ꎬ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２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流域关键带演化湖北省重点实验室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４ 长沙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室ꎬ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要:随着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ꎬ植被物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ꎮ 然而ꎬ植被枯黄期(ＥＧＳ)对极端气候的响应机制

目前尚未厘清ꎬ特别是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地而言ꎮ 因此ꎬ聚焦我国温带草地ꎬ基于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全球监测与模型研究工

作组归一化植被指数(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长时间序列数据提取草地物候参数ꎬ并分析其时空变化规律ꎻ运用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

探究温带草地 ＥＧＳ 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ꎮ 结果表明:(１)全区多年平均 ＥＧＳ 主要发生于 ２７０—２９０ 儒略日(ＤＯＹ)ꎬ
５９.８％的区域呈延迟趋势ꎬ其中显著延迟(Ｐ<０.０５)的区域分布在新疆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和准噶尔盆地西部、黄土高原北部、呼
伦贝尔高原的西部和东北小兴安岭ꎮ (２)ＥＧＳ 与极端气温暖极值(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暖夜日数、暖昼

日数)之间均以广泛的正相关关系为主ꎻ相比之下ꎬ极端降水事件与 ＥＧＳ 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ꎬ这与各草地类型自身的生

理策略和所处环境密切相关ꎮ (３)整体而言ꎬ持续干旱日数、气温日较差和暖夜日数对全域草地 ＥＧＳ 动态变化具有极大的重要

性ꎮ 就不同草地类型而言ꎬ温带草甸草原主要受到气温日较差的影响ꎬ 温带山地草甸和温带沼泽化草甸 ＥＧＳ 变化主要受日最

高气温的最大值的影响ꎬ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和暖夜日数分别对温带草丛和温带荒漠草原的影响最大ꎻ持续湿润日数和持续干

旱日数则分别对生长在水分限制地区的温带盐生草甸和温带典型草原的 ＥＧＳ 产生强烈作用ꎮ
关键词:植被枯黄期ꎻ极端气候事件ꎻ响应ꎻ随机森林模型ꎻ温带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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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ｅｎｄ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ＥＧ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５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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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ＥＧ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２７０—２９０ ｄａｙ ｏｆ ｙｅａｒ (ＤＯＹ)ꎬ ５９.８％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ｘｅｌ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ｔｒｅｎ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ｘ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ｌａｙ (Ｐ<０.０５)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ｔｈｅ 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ｏｘｉｎｇ′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ＴＮｘ)ꎬ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Ｘｘ)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９０ 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 ＴＮ９０Ｐ)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９０ 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ＴＸ９０Ｐ)).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Ｇ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ｒｙ ｓｐｅｌｌ ( ＣＤＤ)ꎬ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ＤＴＲ)ꎬ ａｎｄ ＴＮ９０Ｐ ｗｅ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ꎬ ｔｈｅ ＥＧ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Ｍ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ＴＲꎻ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ＴＭＭ)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ｓｗａｍｐｙ ｍｅａｄｏｗ ( ＴＳＭ)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Ｘｘ. ＴＮｘ ａｎｄ ＴＮ９０Ｐ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ｆｏｒｂ (ＴＧＦ)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Ｄ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ｔ ｓｐｅｌｌ (ＣＷＤ) ａｎｄ ＣＤ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Ｇ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ｈａｌｏｂｉｏｔｉｃ ｍｅａｄｏｗ (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ＴＴ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ꎻ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ꎻ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ꎻ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植物适应周围环境因素而产生相应地规律性和季节性变化称为植物物候[１—２]ꎮ 它一方面通过生理特征

变异对气候产生反馈ꎬ另一方面基于群落结构和生态功能直接影响陆￣气间碳水循环[３]ꎮ 植被枯黄期(ＥＧＳ)
作为植被物候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其动态变化对植被生长季长度和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巨大潜

力[４—５]ꎮ 因此ꎬ在全球变暖背景下ꎬ深入研究植被枯黄期动态变化对理解植被￣气候关系ꎬ评估植被减缓气候

变化贡献以及预测未来气碳循环反馈具有重要意义[６—７]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气温是长期驱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 ＥＧＳ 变化的主导因素[８]ꎬ降水则对水分限制地区的

ＥＧＳ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９—１０]ꎮ 然而ꎬ与平均气候相比ꎬ极端气候事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加直接和严

重[１１—１２]ꎬ因此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手于 ＥＧＳ 与极端气候的相关研究ꎮ 比如ꎬ欧洲高纬度地区常绿落叶、
落叶阔叶林以及混交林由于受到极端变暖事件的干扰ꎬ其 ＥＧＳ 发生时间有所延迟[１３]ꎻＨｏｎｇ 详细地说明了极

端变暖事件对内蒙古草地 ＥＧＳ 的影响因植被类型而异[１４]ꎮ 相较于极端变暖事件ꎬ干旱和极端降水对植被物

候的影响机制仍不清楚ꎮ 基于实验设计的研究发现干旱和强降水对欧石楠花期并没有影响[１５—１６]ꎬ以遥感数

据为手段的研究却认为干旱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 ＥＧＳ 提前[１７—１８]ꎮ Ｘｉｅ 以森林群落为研

究对象ꎬ分析了多个极端气候事件对 ＥＧＳ 的影响ꎬ结果发现寒冷、霜冻、潮湿和热浪会造成 ＥＧＳ 提前ꎬ中度高

温和干旱胁迫却使得 ＥＧＳ 延迟[１９]ꎮ 尽管当前社会各界对不同空间尺度以及各种极端气候指标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ꎬ但由于极端气候变化对植被生长的影响呈多样性特点ꎬ所以目前关于不同强度和频率的极端气候事

件是如何影响植被 ＥＧＳꎬ尤其是针对脆弱地区草地植被类型的相关研究仍然不足ꎮ
中国温带草地作为我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ꎬ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

件致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愈发脆弱[２０—２１]ꎬ同时对我国的草畜牧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因此ꎬ明确极端

气候事件对该地区草地 ＥＧＳ 的影响ꎬ有助于评估草地生态系统对极端气候的适应性和脆弱性ꎬ并且能更好地

理解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区域响应ꎬ从而为当地政府保护和改善草原提供相应的解决策略ꎮ

１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以中国温带草地为研究区ꎬ该区域由东至西包括我国大部分北方草地[２２]ꎬ根据«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植

被图集»ꎬ将研究区草地划分为以下 ７ 类:温带草甸草原(ＴＭＳ)、温带典型草原(ＴＴＳ)、温带荒漠草原(ＴＤＳ)、
温带山地草甸(ＴＭＭ)、温带沼泽化草甸(ＴＳＭ)、温带盐生草甸(ＴＨＭ)、温带草丛(ＴＧＦ)ꎮ 研究区多分布在干

６１０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旱半干旱区ꎬ多年年均温和降水量范围分布在－８.２—１５.２℃和 ６２.４—９３６.３ｍｍ 之间ꎻ月平均温度和月降水量

均在 ７ 月达到最大值(图 １)ꎮ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和草地类型、气候干湿分区、多年平均温度、多年平均降水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ｓꎬ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ｍａ.ｃｎ / )ꎬ该网站提供了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格点日平均

温度、日最高温度、日最低温度和日降水量数据ꎬ空间分辨率为 ０.５°× ０.５°ꎮ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数据集是由全球监测与模型研究工作组(ＧＩＭＭＳ)基于先进甚高分辨率辐射计

制作而成(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ｃａｓｔ.ａｒｃ.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ｐｕｂ / )ꎬ简称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ꎮ 该数据集时间跨度最长(１９８２—
２０１５ 年)且覆盖全球范围ꎬ其空间分辨率为 １ / １２°ꎬ时间分别率为 １５ 天合成ꎮ

１∶１００ 万植被类型图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平台提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ꎬ空间分辨率

为 １ｋｍꎮ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平台对气象数据和植被类型数据进行重采样ꎬ使两类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与 ＮＤＶＩ 数据

空间分辨率一致ꎮ
地面物候观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生态系统网络综合中心数据资源服务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ｅｒｎ.ｏｒｇ. ｃｎ)和

«中国动植被物候观测年报»第 １１ 号ꎬ具体的物候站点信息如表 １ 所示ꎮ 尽管两类数据的来源有所不同ꎬ但
各个站点的观测方法统一ꎬ因此数据具有一致性[２３]ꎮ 参考先前研究ꎬ剔除同一站点物候数据相差 ３０ 天以上

的记录ꎬ并将 ７０％观测对象进入黄枯期的时间点与遥感估算得到的草地 ＥＧＳ 结果相对应[２４]ꎮ

７１０６　 １４ 期 　 　 　 袁沫汐　 等: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不同草地植被枯黄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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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面物候观测站点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站点
Ｓｉｔｅｓ

经度
Ｌｏｎｇ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观测年份
Ｙｅａｒ

生态站类型
Ｅｃｏ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策勒站 ８０.７２ ３７.０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ꎬ ２０１０ 荒漠 中国生态系统网络
鄂尔多斯站 １１０.１９ ３９.４９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荒漠
内蒙古站 １１６.６７ ４３.５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草地
奈曼站 １２０.７０ ４２.９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农田
三江站 １３３.３０ ４７.３５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沼泽
沙坡头站 １０５.００ ３７.２８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荒漠
嫩江 １２５.１４ ４９.１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森林 «中国动植物观测年报»１１ 号
虎林 １３２.２８ ４５.４４ １９８７ 森林
石河子 ８６.０３ ４４.１９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荒漠
乌鲁木齐 ８７.３６ ４３.４５ １９８７ 草地
民勤 １０３.０５ ３８.３８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草地

２.２　 数据处理

２.２.１　 植被指数的预处理

为确保 ＮＤＶＩ 数据产品能准确地反映植被季节变化趋势ꎬ本研究需对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数据进行预处理和

时间序列重构ꎮ 由于积雪覆盖会降低 ＮＤＶＩ 值ꎬ从而对植被物候提取产生影响ꎮ 由于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数据集

缺少积雪信息ꎬ本文根据前人研究[２５]ꎬ首先利用日气温识别被积雪覆盖的像元ꎬ即ꎬ当某个像元的日均气温连

续 ５ 天小于 ０℃时ꎬ认为是被积雪覆盖ꎻ接着ꎬ使用该像元 １１ 月到次年 ３ 月之间未被积雪污染的 ＮＤＶＩ 中值作

为替代[２６]ꎬ这种预处理方法的稳健性已经在先前的研究中得到良好验证[２７—２８]ꎮ 除了积雪的影响ꎬ大气状况

以及云量也会给 ＮＤＶＩ 数据带来突变噪声[２９—３０]ꎮ 为此ꎬ采用非对称高斯滤波法(ＡＧ 滤波)、Ｓ￣Ｇ 滤波法(Ｓ￣Ｇ
滤波)和双逻辑斯蒂滤波(ＤＬ 滤波)分别对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数据进行平滑处理ꎮ 通过比较分析原始 ＮＤＶＩ 时
序曲线和重构后 ＮＤＶＩ 时序曲线的平均绝对值误差(ＭＡＥ)、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以及相关系数(Ｒ)ꎬ选择出

最佳的适合研究区的重构算法ꎮ 上述重构处理均在 ＴＩＭＥＳＡＴ ３.０ 软件中进行[３１]ꎮ
对比滤波前后 ＮＤＶＩ 曲线(图 ２)可以看出ꎬ三种滤波方法均能较为完整地表达出原始 ＮＤＶＩ 曲线的波动

特点ꎬ但 ＳＧ 滤波不能消除一些非极值噪声ꎬ这可能会造成植被生长曲线的伪高峰ꎬ从而对物候提取造成干

扰ꎮ ＡＧ 滤波和 ＤＬ 滤波两种方法处理后的曲线较为相似ꎬ曲线中过度异常的值均被剔除掉ꎬ整体比 ＳＧ 滤波

后的曲线相对平滑ꎮ 就滤波保真性而言ꎬ经过三种滤波方法处理后的 ＮＤＶＩ 曲线与原始曲线的相关系数超

０.８以上的像元占比均达到了 ９８.６％ꎬ仅有新疆南部地区少数像元的相关系数在 ０.６—０.８ 之间(图 ３)ꎮ 另外ꎬ
从 ＲＭＳＥ 和 ＭＡＥ 结果来看ꎬＡＧ 滤波的效果要优于 ＳＧ 滤波和 ＤＬ 滤波ꎮ 总体而言ꎬ根据对比结果ꎬ本研究选

用 ＡＧ 滤波对 ＮＤＶＩ 进行时间序列重构ꎮ
２.２.２　 基于遥感反演植被枯黄期

本研究使用动态阈值法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拟合法两种算法分别提取研究区草地 ＥＧＳꎬ并取两个结果的平均

值结果用于后续的研究以便消除估算方法带来的差异ꎮ
(１)动态阈值法

ＮＤＶＩｒａｔｉｏ ＝
ＮＤＶＩｔ－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ｍｉｎ
(１)

式中ꎬＮＤＶＩｔ是指一年中第 ｔ 天的 ＮＤＶＩ 值ꎬＮＤＶＩｍａｘ和ＮＤＶＩｍｉｎ分别为一年 ＮＤＶＩ 变化的最大值与最小值ꎮ 根据

已有的研究结果和实测物候信息ꎬ本研究将草地的 ＥＧＳ 则定义为ＮＤＶＩｒａｔｉｏ下降到 ０.５ 时所对应的时间[[３２—３３]ꎮ
(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拟合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拟合法是基于 ４ 个参数的植被物候提取方法ꎬ该方法将植被生长周期的 ＮＤＶＩ 曲线视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形状ꎬ无需确定阈值ꎬ仅根据 ＮＤＶＩ 的拟合曲线变化特征即可识别植被物候期ꎮ 具体计算公式如

公式(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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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滤波前后 ＮＤＶＩ时间序列曲线

Ｆｉｇ.２　 ＮＤＶＩ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ｕｒｖ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Ｇ: ＳＧ 滤波 Ｓａｖｉｔｚｋｙ ｇｏｌａｙ ｆｉｌｔｅｒꎻ ＡＧ:非对称高斯滤波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ꎻ ＤＬ: 双逻辑斯蒂滤波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ｆｉｌｔｅｒꎻ ＮＤＶＩ:归一化植

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ｙ( ｔ) ＝ ｃ
１ ＋ ｅａ＋ｂｔ

＋ 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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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滤波前后 ＮＤＶＩ数据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ＤＶＩ ｄａｔ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式中ꎬｔ 表示天数ꎬ ｙ( ｔ) 为第 ｔ 天的 ＮＤＶＩ 值ꎬａ、ｂ 为拟合参数ꎬｄ 为 ＮＤＶＩ 背景值ꎬｃ＋ｄ 为 ＮＤＶＩ 最大值ꎮ
得到 ＮＤＶＩ 的拟合曲线后ꎬ利用公式(３)计算拟合后曲线的曲率变化率(ＲＣＣ)求取物候参数ꎬ当 ＲＣＣ 达

到极小值时对应的天数则为 ＥＧＳꎮ

ＲＣＣ ＝ ｂ３ｃｚ
３ｚ １ － ｚ( ) (１ ＋ ｚ) ３[２ １ ＋ ｚ( ) ３ ＋ ｂ２ ｃ２ｚ]

１ － ｚ( )[ ４ ＋ (ｂｃｚ) ２] ２.５
－ １ ＋ ｚ( ) ２(１ ＋ ２ｚ － ５ ｚ２)

１ ＋ ｚ( )[ ４ ＋ (ｂｃｚ) ２] １.５{ } (３)

式中ꎬｚ＝ ｅ(ａ＋ｂｔ)ꎬａ、ｂ 为拟合参数ꎬｔ 表示天数ꎮ
２.３　 极端气候指标选取

本研究从气候变化检测和指数专家组(ＥＴＣＣＤＩ)提供的极端气候指标体系中选取了 １７ 个指标(表 ２)ꎬ分
别从强度、频率以及持续时间三个方面探究草地物候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ꎮ 各个指标的计算过程均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５ａ 软件包中完成ꎮ

表 ２　 极端气候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代码
ＩＤ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单位
Ｕｎｉｔ

气温类指数 日最低气温的最小值 ＴＮｎ 每年日最低气温的极小值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 ＴＮｘ 每年日最低气温的极大值 ℃

日最高气温的最小值 ＴＸｎ 每年日最高气温的极小值 ℃
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 ＴＸｘ 每年日最高气温的极大值 ℃
气温日较差 ＤＴＲ 年内日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差值 ℃
霜冻天数 ＦＤ 年内日最低气温<０℃的天数 ｄ
冰冻天数 ＩＤ 年内日最高气温<０℃的天数 ｄ
冷夜日数 ＴＮ１０Ｐ 日最低气温<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０％分位值的天数 ｄ
暖夜日数 ＴＮ９０Ｐ 日最低气温<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第 ９０％分位值的天数 ｄ
冷昼日数 ＴＸ１０Ｐ 日最高气温<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０％分位值的天数 ｄ
暖昼日数 ＴＸ９０Ｐ 日最高气温<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第 ９０％分位值的天数 ｄ

降水类指数 强降水量 Ｒ９５ｐ 日降水量>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第 ９５ 个百分位值的总降水量 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极强降水量 Ｒ９９ｐ 日降水量>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第 ９９ 个百分位值的总降水量 ｍｍ

单日最大降水量 ＲＸ１ｄａｙ 单日最大降水量 ｍｍ
连续 ５ 日最大降水量 ＲＸ５ｄａｙ 连续 ５ 日最大降水量 ｍｍ
持续干旱日数 ＣＤＤ 日降水量<１ｍｍ 的连续日数最大值 ｄ
持续湿润日数 ＣＷＤ 日降水量≥１ｍｍ 的连续日数最大值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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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数据分析方法

２.４.１　 趋势分析

　 　 为了分析草地 ＥＧＳ 多年时空格局变化趋势ꎬ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像元尺度上变量的斜率[３４]ꎬ其公式如下:

ｓｌｏｐｅ ＝
ｎ × ∑

ｎ

ｊ ＝ １
( ｊ × ｋ ｊ) － ∑

ｎ

ｊ ＝ １
ｊ∑

ｎ

ｊ ＝ １
ｋ ｊ

ｎ × ∑
ｎ

ｊ ＝ １
ｊ２ － ∑

ｎ

ｊ ＝ １
ｊ( )

２
(４)

式中ꎬｓｌｏｐｅ 表示变量的变化趋势ꎬ ｊ 为时间ꎬ ｋ ｊ 为第 ｊ 年的变量值ꎮ ｓｌｏｐｅ>０ 表明物候参数在研究时段内是增

加(延迟)的ꎻｓｌｏｐｅ<０ 表明物候参数在研究时段内是减少(提前)ꎮ ｔ 检验用来判断变量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ꎮ
２.４.２　 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可以描述两个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ꎬ其计算公式如下:

ｒｘｙ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ｙｉ － ｙ(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５)

式中ꎬ ｒｘｙ 是所求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ꎬ ｘ 、 ｙ 为输入的两个变量ꎬ ｘ ꎬ ｙ 分别为变量的平均值ꎬｎ 为样本个数ꎮ
ｒｘｙ 的取值范围在－１ 到 １ 之间ꎬ ｒｘｙ 值越接近于 １ 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越密切ꎮ 另外ꎬ ｒｘｙ >０ 表示两个变量

呈现正相关ꎻ ｒｘｙ <０ 表示两个变量呈负相关ꎮ
２.４.３　 随机森林模型重要性排序

随机森林模型是 Ｂｒｅｉｍａｎ[３５]提出的一种基于分类树的机器学习算法ꎮ 该方法是通过 ｊ 次自助重采样ꎬ从
数量为 Ｎ 的原始训练集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取多个样本构建单棵决策树ꎬ形成 ｊ 棵树组成的随机森林ꎻ当
输入待分类的样本时ꎬ由所有决策树的分类结果统计投票决定输出的分类结果ꎮ 在构建决策树的过程中ꎬ随
机森林模型可以对输入的变量进行重要性排序[３６]ꎮ 因此ꎬ本研究使用随机森林来识别各个极端气候事件对

研究区草地枯黄期的影响程度ꎮ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ｉ ｍｉ ＝
１
ｎｔ∑ ｖ∈Ｓｘｉ

Ｇａｉｎ(Ｘ ｉꎬｖ) (６)

式中ꎬ ｉ ｍｉ 为 Ｘ ｉ对模型的贡献ꎬ表示为 ＩｎｃＭＳＥꎬ其值越大重要性越高ꎻ Ｓｘｉ 表示在 ｎｔ 棵回归树的随机森林中被

Ｘ ｉ分裂的节点集合ꎬ Ｇａｉｎ(Ｘ ｉꎬｖ) 表示为 Ｘ ｉ在分裂节点 ｖ 时的基尼信息增益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温带草地物候反演结果验证

对基于动态阈值法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拟合法估算得到的 ＥＧＳ 求平均值后ꎬ将其与地面物候观测数据进行验证

(图 ４)ꎮ 验证结果表明ꎬ基于遥感数据得到的 ＥＧＳ 值与地面物候观测值之间的 ＲＭＳＥ 为 ８.９ 天ꎬ偏差为 １.８５ꎬ
考虑到研究所使用的 ＮＤＶＩ 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１５ 天ꎬ所以该误差值是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ꎮ 另外ꎬ两者的拟

合优度为 ０.４１ꎬ通过了置信度 ９５％的显著性检验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本研究基于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数据反演得到

的中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ꎮ
３.２　 温带草地枯黄期时空特征

３.２.１　 温带草地枯黄期空间分布格局

草地枯黄期空间分布表明ꎬ温带草地多年平均 ＥＧＳ 发生在第 ２７０—２９０ 天左右(即 ９ 月下旬到 １０ 月中

旬)ꎬ约占全域面积的 ９３.６％(图 ５)ꎮ 空间格局分布呈中部地区晚于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特征ꎮ 位于东北地区

和新疆地区的草地 ＥＧＳ 发生时间集中在第 ２７０—２８０ 天左右ꎬ约占像元总面积的 ４２.８％ꎻ分布在内蒙古地区和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草地 ＥＧＳ 则多发生在第 ２８０—２９０ 天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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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中国温带草地物候遥感监测数据结与地面物候观测数据

验证

Ｆｉｇ.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ＧＳ: 枯黄期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图 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ＥＧ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３.２.２　 温带草地枯黄期多年动态变化特征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期间ꎬ中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整体以 ０.５ｄａｙｓ / １０ａ 的速率延迟但并不显著(Ｐ>０.０５)ꎬ不同草地

类型的变化趋势和速率存在明显差异(图 ６)ꎮ 具体来说ꎬ除了温带荒漠草原的 ＥＧＳ 以 １.２ｄａｙｓ / １０ａ 的速率显

著提前(Ｐ<０.０５)ꎬ其余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均表现出延迟趋势ꎬ变化速率范围在 ０.１ｄａｙｓ / １０ａ—２.０ｄａｙｓ / １０ａ 之间ꎮ
其中ꎬ温带草丛的 ＥＧＳ 延迟幅度最大(２.１ｄａｙｓ / １０ａꎬ Ｐ<０.０１)ꎬ温带山地草甸和温带盐生草甸分别以 １.９ｄａｙｓ /
１０ａ(Ｐ<０.０１)和 ０.９ｄａｙｓ / １０ａ(Ｐ>０.０５)的延迟幅度紧随其后ꎮ

另外ꎬ从 ＥＧＳ 空间变化趋势来看ꎬ研究区 ＥＧＳ 在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的变化幅度分布在－０.３—０.３ｄａｙ / ａ 之间

的像元占比约为 ８２.２％(图 ７)ꎮ ＥＧＳ 表现为延迟趋势和提前趋势的像元占比分别为 ５９.８％和 ４０.２％ꎬ其中表

现为显著延迟的像元占比大约是其显著提前像元占比的 ２ 倍ꎬ其像元占比分别为 ２９.４％和 １３.３％ꎮ 空间上ꎬ
分布在新疆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和准噶尔盆地西部、黄土高原北部、呼伦贝尔高原的西部和东北小兴安岭的

ＥＧＳ 表现出了显著延迟的趋势ꎬ呈显著提前趋势的地区则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的西北部ꎮ
对于不同草地类型而言ꎬ仅温带荒漠草原的 ＥＧＳ 提前趋势的比例高于延迟趋势的比例ꎬ其余草地类型的

ＥＧＳ 均为延迟趋势ꎮ 其中ꎬ分布在内蒙古高原北部边缘和松嫩平原一带的温带草丛、南疆塔里木盆地边缘温带

盐生草甸以及散落于东北北部和大兴安岭西部的温带沼泽化草甸 ＥＧＳ 呈显著延迟的像元占比均超过了 ５０％ꎮ
３.３　 温带草地枯黄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

３.３.１　 温带草地枯黄期对极端温度事件的响应

考虑到植被对气候变化的滞后响应ꎬ本研究计算了当年 ５ 月到当年 １０ 月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标ꎬ以探究温

带草地 ＥＧＳ 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图 ８)ꎮ 整体而言ꎬ我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与极端气温暖极值(日最低气温的

最大值(ＴＮｘ)、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ＴＸｘ)、暖夜日数(ＴＮ９０Ｐ)、暖昼日数(ＴＸ９０Ｐ))之间均以广泛的正相关

关系为主ꎬ呈显著正相关的像元占比分别为 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６％和 １２.７％ꎮ 空间上也保持了良好地一致性ꎬ
即分布在内蒙古高原北部、东北北部以及新疆天山一带的草地 ＥＧＳ 与极端气温暖极值呈显著正相关ꎮ 这说

明极端气温暖极值的增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温带草地 ＥＧＳ 起到延迟作用ꎮ 相比之下ꎬ草地 ＥＧＳ 与极端

气温冷极值(日最低气温的最小值 ( ＴＮｎ)、日最高气温的最小值 ( ＴＸｎ)、冷夜日数 ( ＴＮ１０Ｐ)、冷昼日数

(ＴＸ１０Ｐ)、冰冻天数(ＩＤ)、霜冻天数(ＦＤ))相关关系比较模糊ꎬ表现为两者间呈正负相关关系的像元比例基

本保持一致ꎬ其中呈显著正负相关的像元比例仅占 ５％左右ꎮ 另外ꎬ草地 ＥＧＳ 与气温日较差(ＤＴＲ)的正负相

关像元比例持平ꎬ两者之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的像元比例(６.８％)略高于显著负相关像元比例(４.６％)ꎮ 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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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草地全域和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年际变化趋势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Ｅ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５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全区ꎻＴＧＦ :温带草丛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 ｆｏｒｂꎻＴＨＭ:温带盐生草甸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ｈｏｌｏｐｈｙｔｉｃ ｍｅａｄｏｗꎻＴＭＭ:温带山地草甸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ꎻＴＭＳ:温带草甸草原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ｓｔｅｐｐｅꎻＴＳＭ:温带沼泽化草甸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ꎻＴＴＳ:温带典型草原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ꎻＴＤＳ:温带典型草原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

间上ꎬ草地枯黄期与 ＤＴＲ 呈正相关关系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以及东北小兴安岭北部ꎬ而两

者呈负相关关系的地区则分布在新疆天山西部、华北平原以及内蒙古高原中部ꎮ
研究区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对极端温度事件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图 ９)ꎮ 具体表现为ꎬ除了温带荒漠草

原ꎬ其余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均与 ＴＮｘ、ＴＸｘ 和 ＴＸｎ 三个极端温度指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ꎬ其中 ＥＧＳ 与 ＴＸｘ 的正

相关性整体都强于与 ＴＮｘ 和 ＴＸｎ 的正相关性ꎮ 相比之下ꎬ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与 ＴＮｎ 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差异更

明显ꎮ 温带草丛、温带山地草甸以及温带荒漠草原的 ＥＧＳ 与 ＴＮｎ 以负相关关系为主ꎬ其中温带荒漠草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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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ꎻ而温带盐生草甸、温带

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温带沼泽化草甸的 ＥＧＳ 则与

ＴＮｎ 呈现出了微弱的正相关关系ꎮ
此外ꎬ研究区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与表征冷的极端温

度频率指数(ＴＮ１０Ｐ 和 ＴＸ１０Ｐ)均呈现了负相关关系ꎬ
温带山地草甸与两个指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
０.０５)ꎮ 相反地ꎬ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与表征暖的极端温度

频率指数(ＴＮ９０Ｐ 和 ＴＸ９０Ｐ)均呈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

关系ꎮ 温带盐生草甸、温带山地草甸和温带沼泽化草甸

的 ＥＧＳ 与两个指标的相关关系均通过了置信度 ９５％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ꎮ ＦＤ 和 ＩＤ 与各草地类型 ＥＧＳ 以负相

关关系为主ꎬ且 ＩＤ 对各个草地类型枯黄期的影响强度

略小于 ＦＤꎮ 相比之下ꎬ草地 ＥＧＳ 与 ＤＴＲ 的相关关系在

不同草地类型间存在差异ꎮ 仅有温带荒漠草原和温带

草甸草原的 ＥＧＳ 与 ＤＴＲ 表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ꎬ其
它草地类型 ＥＧＳ 与 ＤＴＲ 表现出不同强度的负相关关

系ꎬ其中温带沼泽化草甸枯黄期与 ＤＴＲ 的负相关关系

通过置信度 ９９％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ꎮ
３.３.２　 温带草地枯黄期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响应

虽然研究区草地枯黄期与持续干旱日数(ＣＤＤ)呈
正相关关系的像元比例(５４％)略高于呈负相关关系的

像元比例(４６％)ꎬ但通过置信度 ９５％的显著性检验的

像元比例仅为 ２.９％ꎮ 空间上ꎬ两者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的区域集中分布在内蒙古高原中部ꎬ而呈负相关关系的

区域则分散地分布在新疆草地中部、黄土高原西部ꎮ 类似地ꎬ枯黄期与持续湿润日数(ＣＷＤ)的相关关系空间

格局相对比较模糊ꎬ以正相关关系为主的区域大多散落在新疆西北部、黄土高原西部、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东

部ꎬ约占整个区域总像元的 ５３.６％ꎬ其中达到显著的比例为 ４.７％ꎻ新疆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北部和华北平

原地区的草地枯黄期则与 ＣＷＤ 呈负相关关系ꎬ达到显著的像元比例仅有 ２.２％ꎮ

表 ３　 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与极端温度事件相关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代码
ＩＤ

相关关系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

正相关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正相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负相关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负相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Ｎ１０Ｐ ４１.７ ３.０ ５１.０ ４.３

ＴＮ９０Ｐ ４９.０ １０.６ ３５.６ ４.７

ＴＸ１０Ｐ ４２.４ １.５ ５３.０ ３.０

ＴＸ９０Ｐ ４９.３ １２.７ ３５.１ ２.８

ＦＤ ３９.８ ２.５ ５１.９ ５.８

ＩＤ ４３.９ ３.０ ５０.０ ３.１

ＴＮｎ ４９.８ ４.６ ４３.２ ２.４

ＴＮｘ ５０.９ １０.５ ３６.８ １.８

ＴＸｎ ５０.２ ３.３ ４２.７ ３.８

ＴＸｘ ４２.８ １０.７ ４２.２ ４.３

ＤＴＲ ４３.２ ６.８ ４５.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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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与极端温度指数相关关系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Ｎｘ: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ＴＮｎ:日最低气温的最小值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ＴＸｘ: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ＴＸｎ: 日最高气温的最小值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ＴＮ１０Ｐ: 冷夜日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ꎻ ＴＮ９０Ｐ:暖夜

日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９０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ꎻ ＴＸ１０Ｐ:冷昼日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０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ꎻ ＴＸ９０Ｐ:暖昼日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９０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ꎻ ＦＤ:霜冻天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ｒｏｓｔ ｄａｙｓꎻ ＩＤ:冰

冻天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ｃｉｎｇ ｄａｙｓꎻ ＤＴＲ:气温日较差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温带草地 ＥＧＳ 与不同强度的极端降水均以正相关关系为主ꎬ且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保持一致ꎬ这表明降水增

加会促进温带草地 ＥＧＳ 延迟(图 １０)ꎮ 具体来说ꎬ草地枯黄期与单日最大降水量(ＲＸ１ｄａｙ)和连续 ５ 日最大降水

量(ＲＸ５ｄａｙ)呈正相关关系的像元比例分比为 ５１.８％和 ５３.９％ꎬ其中通过置信度 ９５％的显著性检验的像元占比分

别为 ４.２％和 ４.９％ꎮ 空间上ꎬ呈正相关关系的区域多分布在内蒙古东部边缘、新疆西北部以及黄土高原西部ꎮ 类

似地ꎬ草地枯黄期与强降水量(Ｒ９５ｐ)和极强降水量(Ｒ９９ｐ)呈正相关关系的区域分别占整个研究区的５４.０％和

５３.１％ꎬ主要分布在新疆西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ꎬ其中呈显著正相关的区域占比分别为 ５.１％和 ３.３％ꎮ

５２０６　 １４ 期 　 　 　 袁沫汐　 等: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不同草地植被枯黄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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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国温带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与极端温度事件相关关系

Ｆ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表示 Ｐ<０.０５ꎬ∗∗表示 Ｐ<０.０１

表 ４　 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与极端降水事件相关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代码
ＩＤ

相关关系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

正相关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正相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负相关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显著负相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ＤＤ ５１.１ ２.９ ４３.６ ２.３

ＣＷＤ ４８.９ ４.７ ４４.２ ２.２

ＲＸ１ｄａｙ ４７.６ ４.２ ４５.５ ２.７

ＲＸ５ｄａｙ ４９.０ ４.９ ４３.０ ３.１

Ｒ９５ｐ ４８.９ ５.１ ４２.３ ３.６

Ｒ９９ｐ ４９.８ ３.３ ４３.５ ３.４

就不同草地类型 ＥＧＳ 与极端降水事件的相关关系而言(图 １１)ꎬ温带荒漠草原、温带草丛、温带山地草甸

和温带沼泽化草甸的枯黄期与 ＣＤＤ 均表现出了不显著正相关关系ꎻ而与 ＣＤＤ 表现出负相关关系的草地类型

包括了温带盐生草甸、温带草甸草原和温带典型草原ꎬ其中 ＣＤＤ 与温带典型草原枯黄期的负相关关系通过了

置信度 ９５％显著性水平检验ꎮ 从草地 ＥＧＳ 与 ＣＷＤ 的相关关系来看ꎬ温带盐生草甸的枯黄期与 ＣＷＤ 呈现出

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５)ꎬ而温带草丛、温带草甸草原和温带典型草原的枯黄期与 ＣＷＤ 的正相关性相对较

弱ꎻ剩余草地类型则与 ＣＷＤ 表现出负相关关系ꎬ其相关系数在－０.３—０ 之间ꎮ 不同极端降水强度指标与研究

区各草地类型枯黄期整体的相关性较弱ꎬ但相关关系呈现较为复杂的态势ꎮ ＲＸ１ｄａｙ 与草地枯黄期整体表现

出不显著负相关关系ꎬ但 ＲＸ１ｄａｙ 的增加可能会延迟温带草丛、温带草甸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的枯黄期ꎮ 类

似地ꎬ仅有温带草丛、温带荒漠枯黄期与 ＲＸ５ｄａｙ 呈不显著正相关关系ꎬ其它草地类型的枯黄期则与之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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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中国温带草地枯黄期与极端降水指数的相关关系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ＤＤ:持续干旱日数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ｒｙ ｓｐｅｌｌꎻ ＣＷＤ:持续湿润日数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ｔ ｓｐｅｌｌꎻ ＲＸ１ｄａｙ: 单日最大降水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１￣ｄａ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ＲＸ５ｄａｙ: 连续 ５ 日最大降水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５￣ｄａ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Ｒ９５ｐ:强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ＣＰ ｗｈｅｎ ＲＲ > ９５ｐꎻ

Ｒ９９ｐ:极强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ＣＰ ｗｈｅｎ ＲＲ > ９９ｐ

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关系ꎮ 同样地ꎬ仅有温带荒漠草原、温带草甸草原的枯黄期与 Ｒ９５ｐ 和 Ｒ９９ｐ 呈现微弱的正

相关关系ꎬ其余草地类型的枯黄期则与 Ｒ９５ｐ、Ｒ９９ｐ 表现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ꎮ
３.３.３　 极端气候事件对温带草地枯黄期的重要性测定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测定了各个极端气候指标对研究区全域和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的重要性ꎬ其结果

如图 １２ 所示ꎮ 由图可知ꎬ持续干旱日数(ＣＤＤ)、 气温日较差(ＤＴＲ)和暖夜日数(ＴＮ９０Ｐ)对整个研究区的草

地枯黄期的重要性在 １７ 个极端指标中排名前三ꎮ 从草地类型的视角来看ꎬ温带草甸草原主要受到气温日较

差(ＤＴＲ)的影响ꎬ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ＴＸｘ)对温带山地草甸和温带沼泽化草甸的枯黄期具有重要影响ꎬ而
温带草丛的枯黄期则受到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ＴＮｘ)的强烈作用ꎻ持续湿润日数(ＣＷＤ)和 ＣＤＤ 分别会对生

长在干旱地区的温带盐生草甸和温带典型草原的枯黄期产生较为强烈的作用ꎮ 出乎意料的是ꎬＴＮ９０Ｐ 对受

水分限制的温带荒漠草原的枯黄期的重要性超过其它极端气候指标ꎮ

４　 讨论

利用遥感卫星数据获取长期、连续以及大尺度植被物候信息是物候研究的主要手段ꎬ对遥感物候反演结

果进行验证也是检验物候信息精确度的重要过程ꎮ 已有大量研究基于地面物候观测数据、通量观测塔数据、
近地面物候相机观测数据以及无人机监测数据对遥感物候反演信息验证[３０]ꎮ 其中ꎬ地面物候观测数据验证

既是最直接的验证方法[３７]ꎬ也是目前算法验证和产品真实性检验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３８—４０]ꎮ 因此ꎬ本文对

使用的地面物候观测数据进行相应的转换ꎬ验证基于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遥感数据反演获取的研究区草地枯黄期

信息ꎬ结果表明两者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０.４１(Ｐ<０.０５)ꎬ意味着该结果相对可靠ꎮ 尽管地面物候观测数据准确

度高ꎬ但该方法监测主要基于个体尺度ꎬ而遥感物候监测的是数米甚至数公里像元尺度的植被物候特征[４１]ꎬ
两者之间存在尺度差异ꎬ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探索合适的尺度转换方法ꎬ统一地面和遥感物候空间信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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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中国温带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与极端降水事件相关性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有必要ꎮ
植被通过调节自身的形态结构和生长策略来逐渐适应所处的生长环境ꎬ从而达到最大化地利用环境资源

的目的[４２]ꎮ 然而ꎬ当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时ꎬ植被对环境的适应平衡将会被打破ꎬ这将间接地影响植被的发育

机制、生长态势以及分布格局[４３]ꎮ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ꎬ表征暖的极端温度事件与我国温带草地枯黄期在空间

上分别表现出广泛正相关关系ꎬ主要包括ꎬ暖夜日数( ＴＮ９０Ｐ)、暖昼日数( ＴＸ９０Ｐ)、日最高气温的最大值

(ＴＸｘ)和日最低气温的最大值(ＴＮｘ)ꎻ相比之下ꎬ草地枯黄期与表征冷的极端温度事件ꎬ如日最低气温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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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１７ 个极端气候指数相对于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的重要性

Ｆｉｇ.１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值(ＴＮｎ)、日最高气温的最小值(ＴＸｎ)、冷昼日数(ＴＸ１０Ｐ)和冷夜日数(ＴＮ１０Ｐ)ꎬ呈现出较为模糊的相关关系

(正负相关比例基本一致)ꎮ 这一方面说明白天和夜间温度的升高在定程度上可以枯黄期延迟ꎬ另一方面则

表明我国温带草地植被物候受温度影响较大ꎮ 霜冻天数(ＦＤ)和冰冻天数(ＩＤ)对枯黄期的影响比较强烈ꎬ两
个指标的天数增加会诱发枯黄期提前ꎮ 这主要是植被受到自身进化机制调控造成的[４４]ꎬ即ꎬ植被为了避免不

利环境带来的损害会提前结束生长ꎮ

９２０６　 １４ 期 　 　 　 袁沫汐　 等: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中国温带不同草地植被枯黄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从不同草地类型来看ꎬ除了温带荒漠草原外ꎬＴＮｘ、ＴＮｎ、ＴＸｘ 和 ＴＸｎ 的增加几乎对所有草地类型枯黄期均

起到了延迟作用ꎮ 气温日较差(ＤＴＲ)对不同草地类型的枯黄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ꎬ这一方面是因为 ＤＴＲ 受

到温度波动的大小的影响ꎬ会对植被的强制休眠产生作用ꎬ从而影响发芽的频率[４５]ꎻ另一个解释原因是由于

ＤＴＲ 是通过计算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之间的差值获得的ꎬ因此 ＤＴＲ 对枯黄期的影响要追溯到日最高气

温和日最低气温的影响ꎮ
极端降水事件对研究区草地枯黄期的影响相对较为复杂ꎮ 虽然研究区草地枯黄期与极端降水强度指标

(ＲＸ１ｄａｙ、ＲＸ５ｄａｙ、Ｒ９５ｐ、Ｒ９９ｐ)和持续时间指标(ＣＤＤ、ＣＷＤ)呈正相关关系的像元比例略微高于呈负相关关

系的像元比例ꎬ但不同草地类型的枯黄期却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ꎮ 温带盐生草甸、温带荒漠

草原、温带草丛、温带山地草甸和温带沼泽化草甸的枯黄期与 ＣＤＤ 均表现出了不显著正相关关系ꎬ这与黄文

琳等[４６]以内蒙古高原为研究区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ＣＤＤ 通过影响气温来对枯黄

期产生作用ꎮ 此外ꎬ研究结果表明温带荒漠草原与 ＣＤＤ 的正相关性高于其它草地类型ꎬ这可能是因为多年生

草本植物是温带荒漠草原的主要组成部分ꎬ随着对干旱气候的适应ꎬ该草地类型因此耐旱性更高[４７—４９]ꎮ 同

时ꎬ植被通过调节气孔导度来减少蒸腾作用[５０]ꎬ并在干旱季节或干旱期间通过改变其分支模式来维持最小的

代谢活性[５１]ꎮ 这些适应措施意味着荒漠草原无法在雨季有效利用多余的水ꎬ所以这也能解释温带荒漠草原

枯黄期与其它几个极端降水指标呈负相关关系ꎮ 另外ꎬ研究结果表明温带草甸草原和温带典型草原的枯黄期

与 ＣＤＤ 表现出负相关关系ꎬ与 ＲＸ１ｄａｙ、ＲＸ５ｄａｙ、Ｒ９５ｐ 和 Ｒ９９ｐ 呈现不同强度的正相关关系ꎬ这是由于温带草

甸草原和温带典型草原的功能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分可利用性所造成ꎮ 生长在半湿润地区的温带沼

泽化草甸、温带山地草甸的枯黄期与各个极端降水指标的相关关系大多以负相关关系为主ꎬ这是因为过度的

极端降水会造成植被厌氧从而加速枯黄期的到来[５２—５３]ꎮ 出乎意料的是ꎬ结果显示生长在干旱地区的温带盐

生草甸与极端降水事件均表现出了负相关关系ꎬ这是由于该草地类型是以适盐、耐盐或抗盐的优势种组成ꎬ土
壤中的盐分含量在一定程度上是该类植被发育不可或缺的要素ꎬ过度的降水输入可能会短暂的起到稀释地下

水盐碱度的作用ꎬ从而影响其枯黄期的发生时间ꎮ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ꎬ不同草地类型枯黄期对极端降水

事件的响应机制较为复杂ꎬ值得后续深入研究和探讨ꎮ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３ｇ 长时间遥感数据提取了中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参数ꎬ分析其多年

时空变化特征ꎬ并结合日最高低气温和降水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探究了研究区草地 ＥＧＳ 对极端温度事件

和降水事件的响应特征ꎮ 具体结论如下:
(１)中国温带草地植被多年平均 ＥＧＳ 集中发生在第 ２７０—２９０ 天左右(即 ９ 月下旬到 １０ 月中旬)ꎬ空间分

布上呈中部发生时间晚、西部和东部发生时间早的特征ꎮ
(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以 ０.０４７ｄａｙ / ａ 的速率延迟(Ｐ>０.０５)ꎬ同一时期ꎬ仅有温带荒漠草

原 ＥＧＳ 以 ０.１２ｄａｙ / ａ 的速率呈显著提前(Ｐ<０.０５)ꎮ 空间上ꎬＥＧＳ 呈显著延迟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阿
尔泰山一带、准噶尔盆地西部、黄土高原北部、呼伦贝尔高原的西部以及东北小兴安岭一带ꎮ

(３)表征暖的极端温度事件与我国温带草地 ＥＧＳ 表现出广泛的正相关关系ꎻ多数表征冷的极端温度事件

与草地 ＥＧＳ 则呈现出较为模糊的相关关系ꎮ 相比之下ꎬ不同强度的极端降水事件与草地枯黄期没有较为明

显的相关关系ꎮ 就草地类型而言ꎬ不论夜间或者白天表征强度的极端温度事件的增加都几乎对所有草地类型

枯黄期均起到延迟作用ꎮ 表征暖的极端温度频率指标对所有草地类型的枯黄期起到延迟作用ꎬ而表征冷的极

端温度频率指标则恰好相反ꎮ 极端降水事件与枯黄期发生时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ꎬ与草地自身的生理策略

和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ꎮ
(４)在众多极端气候指标中ꎬ持续干旱日数、 气温日较差和暖夜日数对全域草地 ＥＧＳ 动态变化的重要性

最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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