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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ＶＴＣＩ空间尺度上推方法的干旱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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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关中平原 ＡｑｕａＭＯＤＩＳ条件植被温度指数（ＶＴＣＩ）的干旱监测结果，分别采用分布式和聚合式的主导类

变异权重法（ＤＣＶＷ）、算术平均值变异权重法（ＡＡＶＷ）和中值变异权重法（ＭＰＶＷ）对市域单元内 ＶＴＣＩ进行空间

尺度上推，以获取冬小麦主要生育期聚合后的加权 ＶＴＣＩ；以加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间的回归分析精度为参考，选

择最为合适的空间尺度上推方法。结果表明：采用分布式获得的加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整体优

于聚合式获得的结果。在分布式的上推过程中，ＭＰＶＷ获得的加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间的回归分析精度较低，

ＤＣＶＷ和 ＡＡＶＷ的精度均较高，其中 ＤＣＶＷ获得的加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间回归分析的决定系数 Ｒ２达 ０６４，精

度最高，说明采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对市域单元内 ＶＴＣＩ进行空间尺度上推得到的加权 ＶＴＣＩ最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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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中纬度地区气候暖干化使得全球范围

内的干旱问题日趋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

响
［１］
。关中平原地处内陆中纬度地带和季风边缘

气候敏感区，远离水汽源地，对气候变化敏感，旱灾

频发，且具有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空间差异明显等

特点；干旱程度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加剧，东北部和中

北部地区干旱最为严重
［２－６］

，对关中平原的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影响，因此监测干旱对作物生

长及产量的影响以有效应对干旱对区域农业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意义。

遥感技术的发展为实时、精确和大范围反演地

面信息提供了技术手段，在旱情监测、旱情影响评估

和农作物估产等方面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国内外研

究者通过能够反映作物生长发育或与其密切相关的

各种指数与产量的相关性关系研究，建立经验模型，

进行了较多农作物产量的估算、预报和干旱影响评

估、预警研究
［７－１２］

。在利用遥感数据建立优化模型

时，某一尺度的指数（变量）需准确映射遥感数据的

空间信息，显然像素尺度不是最佳的选择，需将遥感

数据的空间信息从像素尺度转换为研究所需的基本

地域单元的尺度。聚合方法会显著影响聚合结果，

进而影响基于结果的决策
［１３－１５］

，因此准确聚合空间

数据的方法是推导和获取有用空间信息的关键。马

玉平等
［１６］
采用区域气候模式输出的逐日平均温度、

降水和总辐射与模拟气象产量建立积分回归模型，

探讨了未来４０年气候变化对我国玉米产量的可能
影响。杜灵通等

［１７］
使用山东省 １５个地级市综合干

旱指数各像元的平均值与气象站点获得的标准化降

水指数做相关分析验证了综合干旱指数监测气象干

旱的能力。赵捷等
［１８］
对黑河中上游流域各土地覆

被类型所有栅格的 ＬＡＩ（叶面积指数）和累计相对湿
润度指数求平均值，对其进行皮尔逊回归分析以定

量评价不同土地覆被类型 ＬＡＩ对气象干旱的响应。
李艳等

［１９］
取关中平原各市内所包含像素 ＶＴＣＩ（条

件植被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算冬小麦生育期的加

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建立回归模型，评估了干旱
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学者们采用窗口均值法（Ｗｉｎｄｏｗ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ＷＡ）求取某些表征干旱指标的区域平均值进行干
旱影响评估或估产研究，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但基于区域内某指数的平均值弱化了其他覆盖类型

的信息及其与主导地位覆盖信息的相互影响，缺乏

宏观性、综合性的空间分析。且仅当研究区域内所

有像素值呈正态分布和转换前后分辨率为线性关系

时，ＷＡ能够简单、准确的逼近其空间信息的综合特
征

［２０］
，而区域内旱情信息时空变异较大，采用 ＷＡ

将会获得有偏估计值。同时，遥感影像相邻像素的

旱情信息表现出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
［２１］
。地表异

质性、地形地貌差异和人为因素等也会造成旱情空

间变异性
［２２］
，因此，对基本地域单元内旱情信息进

行聚合时需综合考虑其空间变异性和空间异质性特

征，有效地检测地表空间格局、过程的相互作用并准

确映射，将表征区域内旱情信息的数据集聚合为一

个综合了基本地域单元内旱情信息的综合指数值。

此外，统计产量为区域统计水平的产量，受区域内各

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地域单元的聚合指数需为区域

内各种因素影响下具有统计特征的指数，能够反映

基本地域单元内综合地物信息特征及其相互影响。

ＷＡ可被认为是窗口内每个像素具有同样权重的滤
波窗的特例

［２０］
，而在实际应用中，基本地域单元内

各像素应分配不同的权重值，再乘以其对应的 ＶＴＣＩ
并加和得到基本地域单元的综合 ＶＴＣＩ，即空间变异
权重法（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空间
变异权重法考虑了空间自相关性和变异性，改善了

基本地域单元的上推结果。目前利用空间变异权重

方法获取区域的聚合加权指数的研究还鲜见报道。

条件植被温度指数（ＶＴＣＩ）综合了反射和辐射
信息，已 证 明可用 于监 测旱 情状况 和 作 物 估

产
［２３－２４］

。本文在前人研究及课题组前期所做冬小

麦干旱影响评估的基础上
［１９，２５］

，以关中平原的市为

基本地域单元，采用空间变异权重法对关中平原各

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冬小麦返青后的主要生育期旬尺
度的 ＡｑｕａＭＯＤＩＳＶＴＣ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空间尺
度上推获取聚合 ＶＴＣＩ，计算冬小麦主要生育期加权
ＶＴＣＩ后与冬小麦产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回归分析精
度为参考，并与 ＷＡ对比分析，选择适合于关中平原
的 ＶＴＣＩ尺度上推方法，为应用于干旱影响评估的
区域指数空间尺度聚合提供思路和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西起

宝鸡、东至潼关，南接秦岭、北至北山，总面积约

５５５×１０６ｈｍ２。地处渭河谷地，土地肥沃，有泾、渭
等河流提供水源，十分适宜耕作，是陕西省主要粮食

产区和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年平均温度 ６～
１３℃，年均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ｍｍ，处于暖温带半湿润
与半干旱的过渡地带，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雨热同期，降水主要集中在７—９月份，冬季、春季降
水量较少，冬旱、春旱严重，造成粮食减产。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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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行政边界矢量图叠加到 ＶＴＣＩ遥感影像上，
对其按照各市的行政边界进行市属的划分，获得关

中平原分市概况图（图１）。由于杨凌示范区面积较
小，故将其划分到咸阳市境内。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１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源主要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ＡｑｕａＭＯＤＩＳ数
据产品，包括日反射率产品（ＭＹＤ０９ＧＡ）和日 ＬＳＴ
产品（ＭＹＤ１１Ａ１）。冬小麦产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陕西省统计年鉴》。本文还采用陕西省行政区划

图、ＤＥＭ数据以及 ＴＭ数据辅助确定研究区的范
围。

１２２　条件植被温度指数生成
基于日 ＮＤＶＩ（归一化差分植被指数）和 ＬＳＴ

（地表温度），应用最大值合成技术分别生成旬

ＮＤＶＩ和 ＬＳＴ最大值合成产品，并以此计算条件植
被温度指数（ＶＴＣＩ）［２６－２７］

Ｖ＝
Ｌｍａｘ（Ｎｉ）－Ｌ（Ｎｉ）
Ｌｍａｘ（Ｎｉ）－Ｌｍｉｎ（Ｎｉ）

（１）

其中 Ｌｍａｘ（Ｎｉ）＝ａ＋ｂＮｉ （２）
Ｌｍｉｎ（Ｎｉ）＝ａ′＋ｂ′Ｎｉ （３）

式中　Ｎｉ———第 ｉ个时期（旬）某一像素的 ＮＤＶＩ
Ｌ（Ｎｉ）———某一像素的 ＮＤＶＩ为 Ｎｉ时的 ＬＳＴ
Ｌｍａｘ（Ｎｉ）———当 Ｎｉ值等于某一特定值时所

有像素 ＬＳＴ的最大值
Ｌｍｉｎ（Ｎｉ）———当Ｎｉ值等于某一特定值时所有

像素 ＬＳＴ的最小值
ａ、ｂ、ａ′、ｂ′———待定系数，由研究区域内 ＮＤＶＩ

和ＬＳＴ散点图近似获得
ＶＴＣＩ取值范围为 ０～１，值越小，旱情越严重。

计算关中平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每年 ３月上旬—５月
下旬共５４旬的 ＶＴＣＩ数据。
１３　空间尺度上推方法
１３１　空间变异权重法

基本地域单元内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可通过像

素值和主导空间特征值的方差加以衡量，某像素值

距主导空间特征像素值越远，方差越大，上推时给予

其权重越小。通常将方差的倒数作为权重
［２０］
。衡

量主导空间特征像素值的方式不同产生不同的空间

尺度上推方法。

本研究采用３种不同方法获取基本地域单元内
的主导空间特征 ＶＴＣＩ对基本地域单元内 ＶＴＣＩ进
行空间尺度上推。第１种方法是主导类变异权重法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ＣＶＷ），首先根据确定的基本地域单元内 ＶＴＣＩ的
频率分布确定主导类像素值，取频率最大的 ＶＴＣＩ
作为主导空间特征 ＶＴＣＩ，计算每个像素 ＶＴＣＩ与主
导空间特征 ＶＴＣＩ的方差的倒数再除以 ＶＴＣＩ的加
和值即为此像素的权重。这种方法可以灵活运用于

不同分布状态数据的空间尺度上推研究。其计算式

为

ＶＵ＝∑
ｍ

ｉ＝１
ＷｉＶｉ （４）

其中 Ｗｉ＝
１

（Ｖｉ－Ｖｄ）
２∑
ｍ

ｉ＝１
（Ｖｉ－Ｖｄ）

２

（５）

式中　ＶＵ———基本地域单元内尺度上推后的 ＶＴＣＩ
Ｖｉ———基本地域单元内某一像素的 ＶＴＣＩ
Ｗｉ———权重
Ｖｄ———主导空间特征像素 ＶＴＣＩ
ｍ———基本地域单元内总像素数

第 ２种方法是中值变异权重法（Ｍｅｄｉａｎｐｉｘ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ＭＰＶＷ），假设基本地域
单元内中间像素 ＶＴＣＩ具备主导空间特征的机率最
高，可通过中间像素 ＶＴＣＩ和每个像素 ＶＴＣＩ的方差
量化空间变异，即将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像素的

ＶＴＣＩ进行排序（若灰度相等则只取其一参与排
序），若参与排序的像素个数为奇数，取其中值作为

主导空间特征像素 ＶＴＣＩ；若为偶数，则取中间
２个值的均值作为主导空间特征像素 ＶＴＣＩ。计算式
为

Ｖｄ＝
Ｖｍ （ｍ为奇数）

１
２
（Ｖｍ１＋Ｖｍ２） （ｍ为偶数{ ）

（６）

式中　Ｖｍ———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参与排序像素
的 ＶＴＣＩ中间值

Ｖｍ１、Ｖｍ２———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参与排序
像素 ＶＴＣＩ的２个中间值

第 ３种 方 法 是 算 术 平 均 值 变 异 权 重 法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ＡＶＷ），以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像素的 ＶＴＣＩ算术
平均值和每个像素 ＶＴＣＩ方差的倒数来衡量基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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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单元内像素 ＶＴＣＩ的空间变异性和相关性，即将
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像素 ＶＴＣＩ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主导类空间特征像素 ＶＴＣＩ，计算式为

Ｖｄ＝
１
ｍ∑

ｍ

ｉ＝１
Ｖｉ （７）

３种方法除基本地域单元内主导空间特征像素
ＶＴＣＩ的确定方法不同外，其计算方程和过程是一致
的，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仅将第 １种方法中的像素主
导类 ＶＴＣＩ分别替换为中值和算术平均值即可。
１３２　不同生育期聚合式和分布式尺度上推

结合冬小麦越冬后生长发育情况，将其越冬后

主要生育期划分为返青期（３月上旬—３月中旬）、
拔节期（３月下旬—４月中旬）、抽穗 灌浆期（４月下
旬—５月上旬）和乳熟期（５月中旬—５月下旬）。运
用聚合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和分布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２种方
式进行空间尺度上推：①先依据主要生育期的划分，
取生育期内所包含各旬 ＶＴＣＩ的平均值作为该生育
期的 ＶＴＣＩ，再对研究区域内所有像素冬小麦各生育
期的 ＶＴＣＩ数据进行空间尺度上推，为聚合式。
②先对研究区域内所有像素冬小麦各旬 ＶＴＣＩ数据
进行空间尺度上推，再计算生育期内各旬 ＶＴＣＩ的
平均值作为该生育期的 ＶＴＣＩ，为分布式。以返青期
为例，聚合式和分布式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 ２　聚合式与分布式尺度上推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Ｕｐｓｃａ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ｏｄｅｓ
　

１４　精度评价方法

采用决定系数 Ｒ２、估计值标准误差和 Ｆ检验比
较分析 ＶＴＣＩ上推结果的精度，并应用相对误差
（ＲＥ）与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比较冬小麦产量估计
结果与年鉴统计结果之间的差异，以评价尺度上推

方法的效果与精度。

基于关中平原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每年 ３—５月份共
５４旬 ＡｑｕａＭＯＤＩＳＶＴＣＩ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聚合式

和分布式 ＤＣＶＷ、ＭＰＶＷ、ＡＡＶＷ３种空间尺度上推
方法，获取渭南市、咸阳市、西安市和宝鸡市的聚合

ＶＴＣＩ。根据前期研究成果确定的冬小麦不同生育
时期干旱对产量影响的权重系数（返青期 ００３、拔
节期０５０、抽穗 灌浆期 ０３０、乳熟期 ０１７）［２５］，计
算冬小麦主要生育期的加权 ＶＴＣＩ。参照陕西省统
计年鉴的各市冬小麦产量数据，对 ３种空间尺度上
推方法所得加权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作回归分析和
精度评价，以目前广泛应用的窗口均值法（ＷＡ）为
参考，确定适用于关中平原干旱影响评估的区域

ＶＴＣＩ空间尺度上推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上推方法获得的基本地域单元 ＶＴＣＩ与
冬小麦产量回归分析

采用 ３种空间尺度上推方法获取关中平原基
本地域单元的聚合 ＶＴＣＩ，分别计算冬小麦主要生育
期的加权 ＶＴＣＩ并与冬小麦产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１所示。结果表明，聚合式上推方式获得的
基本地域单元的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的回归模
型均通过 Ｆ检验，其中 ＭＰＶＷ 的显著性检验 Ｐ为
０００５，其他上推方法的 Ｐ均小于００００１，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说明 ３种空间尺度上推方法获得的基本
地域单元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的关系紧密。
ＭＰＶＷ的决定系数为 ０３０，估计值标准误差为
４０３９４ｋｇ／ｈｍ２，精度差于 ＷＡ；ＤＣＶＷ 和 ＡＡＶＷ 的
决定系数均较大且大于 ＷＡ，估计值标准误差均较
小且小于 ＷＡ，说明与 ＷＡ相比，采用 ＤＣＶＷ 和
ＡＡＶＷ 获得的估计值与真实值的近似误差较小。
其中 ＤＣＶＷ的决定系数达到０６２，估计值标准误差
为２９８８３ｋｇ／ｈｍ２，精度高于 ＷＡ、ＭＰＶＷ和 ＡＡＶＷ，
表明 ＤＣＶＷ回归方程的代表性大于 ＷＡ、ＭＰＶＷ和

表 １　基于 ＷＡ、ＤＣＶＷ、ＭＰＶＷ 和 ＡＡＶＷ 空间尺度上

推获得的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１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ＶＴＣＩｓｕｐｓｃａｌｅｄｂｙＷＡ，ＤＣＶＷ，

ＭＰＶＷ ａｎｄＡＡＶＷ

上推

方式

上推

方法

决定

系数 Ｒ２
估计标准误

差／（ｋｇ·ｈｍ－２）
Ｐ Ｆ

聚合式

ＷＡ ０５５ ３２３６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１８

ＤＣＶＷ ０６２ ２９８８３ ＜００００１ ３５６９

ＭＰＶＷ ０３０ ４０３９４ ０００５ ９５７

ＡＡＶＷ ０５６ ３２３２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３１

分布式

ＷＡ ０５６ ３２１９３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７１

ＤＣＶＷ ０６４ ２８９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９２７

ＭＰＶＷ ０３０ ４０３４７ ０００５ ９６４

ＡＡＶＷ ０５９ ３０７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３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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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ＶＷ，即聚合式 ＤＣＶＷ优于聚合式 ＷＡ、ＭＰＶＷ和
ＡＡＶＷ，聚合式 ＤＣＶＷ能更好地映射基本地域单元
的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的相关性。
　　分布式上推方法获得的基本地域单元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产量回归模型均通过 Ｆ检验，其显著
性检验 Ｐ除 ＭＰＶＷ 为 ０００５外均小于 ００００１，均
达到极显著水平，表明尺度上推后的 ＶＴＣＩ与关中
平原冬小麦产量极显著相关。ＭＰＶＷ 的决定系数
为０３０，估计值标准误差为 ４０３４７ｋｇ／ｈｍ２，精度低
于 ＷＡ；ＤＣＶＷ 和 ＡＡＶＷ 的决定系数分别达到了
０６４ 和 ０５９，估 计 值 标 准 误 差 分 别 为

２８９９７ｋｇ／ｈｍ２和 ３０７０２ｋｇ／ｈｍ２，精度较高且高于
ＷＡ。其中 ＤＣＶＷ获得的决定系数最大，估计值的标
准误差最小，其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回归方程的

可靠性和实用价值较其他方法大，说明 ＤＣＶＷ对基
本地域单元 ＶＴＣＩ的空间尺度上推较为合理和准确。

由分析结果可知，由于分布式尺度上推过程充

分考虑了冬小麦某一生育期每旬 ＶＴＣＩ各像素间的
变异性和相关性，分布式上推方法的结果整体略优

于聚合式结果。ＭＰＶＷ 的回归分析精度明显差于
ＷＡ、ＤＣＶＷ和 ＡＡＶＷ。这是由于 ＭＰＶＷ取基本地
域单元内所有 ＶＴＣＩ的中间值作为主导空间特征像
素值，而基本地域单元内地表旱情变异较大，其

ＶＴＣＩ分布可能为偏态分布，尺度上推的过程是基本
地域单元内所有像素值向某一值聚集的过程，当基

本地域单元内的像素值分布为偏态分布时即较旱或

较不旱时，利用 ＭＰＶＷ进行尺度上推易弱化偏旱或
较不旱的信息，造成尺度上推结果偏离。而 ＤＣＶＷ
则考虑了不同程度旱情的分布，以基本地域单元内

频率最大的 ＶＴＣＩ作为主导空间特征 ＶＴＣＩ，确定的
聚合 ＶＴＣＩ具有代表性且较为准确，因此，分布式
ＤＣＶＷ更适用于开展基于干旱影响评估的关中平
原 ＶＴＣＩ空间尺度上推研究。
２２　基于分布式 ＤＣＶＷ 获得的冬小麦估计产量

及其精度评价

采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 空间尺度上推方法获得的
聚合 ＶＴＣＩ估算关中平原各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冬小
麦产量，结合各市的历年产量统计数据对估产结果

的精度进行评价（表 ２）。结果表明，关中平原各市
的产量估计结果与年鉴统计的产量较为接近，ＲＭＳＥ
和 ＲＥ均较小，说明分布式 ＤＣＶＷ空间尺度上推方
法确定的聚合 ＶＴＣＩ均较为合理。统计冬小麦产量
估计结果相对误差的区间分布，分布式 ＤＣＶＷ获得
的结果中相对误差小于５０％的达到了 ６６６７％，进
一步说明采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空间尺度上推方法获
取的聚合 ＶＴＣＩ的估计产量精度较高。

表 ２　基于分布式 ＤＣＶＷ 尺度上推方法冬小麦

估计产量与统计产量对比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ｙ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ＣＶＷ

地区 ＲＭＳＥ／（ｋｇ·ｈｍ－２） ＲＥ／％

渭南市 ３７４０３ ８２０

咸阳市 ２５８３６ ５４８

宝鸡市 ２４１９１ ３８２

西安市 ２０４１３ ４２５

　　关中平原是春旱的高发地。据气象部门报道，
２０１３年陕西省遭遇了自 １９６１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气候干旱。关中平原降水稀少，与历年同期相比偏

少５０％ ～９０％。以采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获得的聚合
ＶＴＣＩ估算的关中平原各市 ２０１３年冬小麦产量为
例，与年鉴统计的产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各

市的产量估计结果与年鉴统计产量较为接近，估计产

量精度较高。渭南市的实际产量为３３０７ｋｇ／ｈｍ２，估计
产量为 ３３９４６７ｋｇ／ｈｍ２，绝对误差为 ８７６７ｋｇ／ｈｍ２，
相对误差为２６５％；咸阳市实际产量为３９６６ｋｇ／ｈｍ２，
估 计 产 量 为 ３６３６９５ ｋｇ／ｈｍ２，绝 对 误 差 为
－３２９０４ｋｇ／ｈｍ２，相对误差为 ８２９％；宝鸡市实际
产量为３８７９ｋｇ／ｈｍ２，估计产量为４１３０２３ｋｇ／ｈｍ２，
绝对误差为 ２５１２３ｋｇ／ｈｍ２，相对误差为 ６４７％；西
安市 实 际 产 量 为 ４１５３ｋｇ／ｈｍ２，估 计 产 量 为
３９３１５８ｋｇ／ｈｍ２，绝对误差为 －２２１４１ｋｇ／ｈｍ２，相
对误差为 ５３３％。结果进一步表明采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空间尺度上推得到的基本地域单元的聚合
ＶＴＣＩ应用于干旱影响评估精度较高，可用于关中平
原冬小麦的干旱影响评估。

３　讨论

将旱情的空间信息从像素尺度转换为研究所需

的基本地域单元尺度所采用的方法会显著影响聚合

结果，进而影响基于聚合结果的干旱影响评估精度，

因此准确聚合有用空间旱情信息的方法是干旱影响

评估的关键。关中平原地处季风边缘气候敏感区，

对气候变化敏感，旱灾频发，旱情空间分布不均且强

度差异较大，准确评估干旱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准

确推断旱情空间信息的关键在于抓住旱情信息的主

导空间特征、格局和过程
［２１］
。基本地域单元内像素

的 ＶＴＣＩ具有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变异性较大。采
用 ＷＡ获取区域聚合 ＶＴＣＩ以衡量干旱对冬小麦产
量影响的传统计算方法仅是将研究区域内像元信息

平均化，忽视和弱化了旱情信息的自相关性和变异

性，不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区域覆盖范围内干旱综合

信息特征。本文采用空间变异权重法中的 ＤＣＶ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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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ＶＷ和 ＡＡＶＷ空间尺度上推方法获取冬小麦各
生育期基本地域单元的聚合 ＶＴＣＩ。其中 ＤＣＶＷ的
精度远高于 ＷＡ。这是由于基本地域单元内旱情的
时空变异性较大，ＤＣＶＷ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考
虑旱情信息空间分布的主导特征，选择基本地域单

元内 ＶＴＣＩ频率分布最大的 ＶＴＣＩ作为主导空间特
征 ＶＴＣＩ，通过计算基本地域单元内每个像素 ＶＴＣＩ
与主导空间特征 ＶＴＣＩ的方差来衡量局部空间自相
关。在对基本地域单元内所有像素 ＶＴＣＩ进行聚合
时，ＤＣＶＷ 通过对每个像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可灵
活、准确估算 ＶＴＣＩ表征的旱情空间信息空间自相
关性和变异性，能够有效地检测地表空间格局的相

互作用，减少旱情信息损失，其获得的聚合 ＶＴＣＩ有
效、准确地反映了基本地域单元区域覆盖范围内综

合旱情信息特征。相对于前人及课题组前期采用

ＷＡ所做的干旱影响评估研究［１９］
，采用 ＤＣＶＷ对基

本地域单元内旱情信息聚合上推获得的结果精度和

鲁棒性都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

本文中 ＤＣＶＷ 的空间尺度上推效果最好，而
ＭＰＶＷ的效果最差，这是由于干旱的形成是一种复
杂的过程，关中平原 ＶＴＣＩ随结构性因素变化，表现
出地域差异性。ＤＣＶＷ 是将能够代表主导类像素
的值作为主导空间特征像素值进行上推，而 ＭＰＶＷ
则是仅考虑了中间１个或２个像素作为主导空间特
征像素值，容易造成主导空间特征像素值错估，同

时，当基本地域单元内的像素值分布为偏态分布时，

容易弱化引起偏度分布的旱情信息，利用 ＭＰＶＷ容
易出现尺度上推结果偏离的现象。

分布式结果整体优于聚合式结果，这主要是由

于分布式尺度上推过程充分考虑了冬小麦某一生育

期各旬 ＶＴＣＩ像素间的变异性和相关性，而聚合式
上推过程仅针对冬小麦某一生育期各旬平均 ＶＴＣＩ
进行估算，忽视和弱化了各旬 ＶＴＣＩ的特征和变异。

４　结论

（１）通过分析分布式和聚合式 ＤＣＶＷ、ＭＰＶＷ
和 ＡＡＶＷ空间尺度上推方法得到的聚合 ＶＴＣＩ与冬
小麦产量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 ＭＰＶＷ 差于
ＷＡ，而 ＤＣＶＷ和 ＡＡＶＷ均优于 ＷＡ。尤其是分布
式 ＤＣＶＷ，其回归模型精度最高，拟合优度最好，分
布式 ＤＣＶＷ对关中平原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基本
地域单元聚合 ＶＴＣＩ的确定最为合理。同时，结合
关中平原各市的历年冬小麦产量统计数据对分布式

ＤＣＶＷ估产结果的精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关中平
原各市的产量估计结果与年鉴统计的产量较为接

近，精度较高，进一步说明分布式 ＤＣＶＷ 获得的聚
合 ＶＴＣＩ应用于干旱影响评估的精度较高。分布式
ＤＣＶＷ更适用于基于干旱对冬小麦生产及产量影
响评估的区域指数空间尺度上推研究。

（２）充分利用分布式 ＤＣＶＷ 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考虑旱情信息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变异性，能

够有效检测地表旱情信息的主导特征和空间变异格

局、过程的特性，解决了传统方法 ＷＡ在聚合过程中
易造成旱情信息损失的问题，为基于干旱影响评估

和冬小麦估产的区域范围内的指数聚合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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