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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雅鲁藏布江流域风沙化土地遥感监测与生态恢复研究》基于大量野外调查和1975、1990、2000和2008
年四期遥感数据，运用遥感技术监测雅鲁藏布江流域风沙化土地现状分布及近几十年动态变化，结合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揭示了流域内风沙化土地动态变化的基本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沈渭寿和李海东专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风沙化土地遥感监测与生态恢复研究》系统研究了当地乡土
沙生植物的区系、分类与排序，以及几种主要沙生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种群结构、空间分布和空间
关联等，为高寒流动沙地植被恢复物种选择和配置模式奠定了基础。
通过2008—2011年的人工模拟飞播试验研究，筛选和确定高寒河谷流动沙地适生植物种和最佳播种时
间，探讨生境胁迫对人工模拟飞播植物种子发芽、生苗和生长的影响，以期为西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和特殊气候带下的风沙化土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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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研究区近51年降水量以20世纪80年代最低，2000年后年降水量与20世纪60年代
、90年代基本持平。
夏季和秋季降水量年代际变化与年降水量的变化相一致，以20世纪80年代最低，春季和冬季分别以20
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最低。
近51年降水量增加趋势不显著，在1963年之前表现为急剧上升，之后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以l997年最
低，其后降水进入偏高期。
年降水量在25～30年时间尺度上，周期振荡非常显著，经历了3个循环交替，未来几年内降水量将处于
由偏高向偏少的过渡期；从5～15年时间尺度来看，降水经历了9个循环交替，目前正处于降水偏低时
期。
 （4）降水量以春季增加趋势最明显，秋季和冬季增长趋势不明显，夏季降水量呈减小趋势。
春季降水量的增加可以在干旱季补充土壤水分，对植物生长有利，能减轻风沙化土地的发生和发展。
春季降水量在20～30年时间尺度上的周期振荡非常明显，2007年之后将仍处于降水偏高期。
对10年以下尺度来说，2007年后开始向降水偏低期过渡。
夏季降水在8～12年时间尺度上，2007年后将处于降水偏低期。
秋季降水在8年以下时问尺度上，2007年以后将处于偏低期。
冬季降水在8～12年时间尺度上，表现为降水量增高趋势。
 （5）年降水量存在准3年、准8～11年和30年的周期，其中以准11年周期最为突出。
春季降水存在着准3年、准11年和准21年的周期，其中以准21年周期性表现最为明显。
夏季降水存在准3年、准9年和30年周期，且30年周期尚未完成，夏季趋势与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秋季降水存在2年、11年周期性，冬季降水存在3年、11年和30年周期。
大气降水是西藏高寒河谷风沙化土地土壤水分的主要补充源，年降水量的多少、降水时间的分配，与
种子发芽和成苗关系极大。
根据上述年际及季节降水量的变化趋势及周期性，对指导该区域目前正在进行的风沙化土地恢复与重
建具有重要意义。
 4.3拉萨机场周边风沙化土地演变 拉萨机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宽谷内，周围地形复杂，山势陡
峭，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流经机场北侧。
拉萨机场周边不论山坡还是河谷地区的阶地、河床或是农田、荒地、沙地都堆积有不同厚度的第四纪
松散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及其表层土壤，在组成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含有一定数量的沙粒，而且细沙与
极细沙含量高，容易风蚀起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85；沈渭寿，1998；杨逸畴
，1984；Li et al.，1999）。
雅鲁藏布江干季为枯水期，水量较少，江中河漫滩一般被干燥的沙土覆盖，成为浮尘、风沙的发源地
（Dong et al.，1995；Liu et al.，2002；陈定梅和吴明芳，2007）。
拉萨机场周边地面风场复杂多变，干季受西风带干冷气流控制，常有较大风出现。
南北两侧为高山，东西两头成狭长的河谷，山谷吸热快，使能量大量堆积，午后及傍晚风亦较大（莫
玉兰，2007）。
雨季印度西南季风带北移，多对流性天气发生，也会出现短时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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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系列丛书：雅鲁藏布江流域风沙化土地遥感监测与生态恢复
研究》以处于特殊气候带下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研究区，运用遥感技术监测风沙化土地分布现状及近
几十年的动态变化，结合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资料分析风沙化土地演变的驱动因素和响应关系，提出
相应的环境管理对策与建议。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雅鲁藏布江流域风沙化土地遥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