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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利用遥感信息提取技术实现流域大尺度范围的土壤重金属运移估算，对大夏河流域进行采样调查，通过分

析大夏河流域及其支流的土壤和水体样品，测定重金属 Ａｓ、Ｃｄ、Ｃｒ、Ｃｕ、Ｐｂ的含量和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５种重金

属含量从大到小依次为 Ｃｒ、Ａｓ、Ｃｕ、Ｐｂ、Ｃｄ。根据流域河网分形特征，提出采用分布式运移模型估算大夏河流域的

重金属运移量。应用 ＧＩＳ技术，采用网格法对大夏河流域及其子流域进行分维数提取并修正，其水系分维值为

１０１６３，小于 １６，判定大夏河流域地貌处于幼年期。对流域的相似性进行了建模验证与分析，并根据相似流域分

维值和径流数据拟合关系，研究子流域径流量，进一步估算分布式重金属运移量，通过对比 ＳＣＳ ＣＮ模型估算量进

行验证。大夏河流域重金属 Ａｓ、Ｃｄ、Ｃｒ、Ｃｕ、Ｐｂ的运移量估算结果为 ０６７１０、０２０９９、６２８１６、１７４６５、１８３７７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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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各流域尤其是中小流域土壤都面临着程度

不一的水资源环境污染问题，对农业及经济发展造

成了深远的影响。借助 ＧＩＳ技术合理估算流域土壤

重金属运移量，能够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实现总体

目标控制。国内外学者对于重金属污染运移的预测

模型研究较为关注。ＲＯＤＥ等［１］
针对水环境的未来

发展趋势，提出了一种综合水质模型，该模型的模拟

结果表明，在河流较宽的部分，重金属积聚在通道边



缘附近，并且由于侵蚀作用可能在未来会重新迁移。

ＡｌＭＵＲ等［２］
分析了吉达附近红海 ４个沉积物岩芯

中重金属的分布，结果表明，在红海中重金属 Ｍｎ、
Ｃｕ和 Ｐｂ具有较高的含量，核心沉积物中的重金属
浓度在吉达中部附近增加，并且近年来已经逐步升

高。ＣＨＯ等［３］
基于 Ｃｌａｒｋ单位线图及其空间分解方

法的组合概念，并结合精细的空间变量流动力学，实

现了空间分布的水文模拟，开发了一种集总概念和

分布式特征混合水文模型。ＭＥＤＩＥＲＯ等［４］
提出了

一种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参数概率表示的标定方

法，该方法用于曼萨纳雷斯河流域的案例研究，以校

正后的模型作为实时洪水预报的决策支持工具。

ＵＮＤＵＣＨＥ等［５］
开发了４种水文模型（ＷＡＴＦＬＯＯＤ、

ＨＢＶ ＥＣ、ＨＳＰＦ和 ＨＥＣ ＨＭＳ），从复杂的完全分
布模型到相对简单的集总模型，并对其有效性和准

确性进行了校准和测试，以作为洪水预报的实用工

具。这４种模型均能准确地模拟流量，可用于洪水
预报，但是 ＷＡＴＦＬＯＯＤ和 ＨＥＣ ＨＭＳ模型在模拟
高流量时表现不佳，ＨＳＰＦ和 ＨＢＶ ＥＣ模型在大多
数情况下对低流量预测过高，且这 ４种模型仅应用
于草原流域的流量预测，对其他非草原流域的预测

结果有待考证。

本研究以大夏河流域及其子流域的土壤和水体

中重金属为切入点，对重金属的含量和迁移特征进

行统计和分析，根据大夏河流域重金属的总体分布

情况，选取 ５种易造成污染的重金属 Ａｓ、Ｃｄ、Ｃｒ、Ｃｕ
和 Ｐｂ进行分析，采用 ＧＩＳ图像处理技术和数据分析
方法对流域遥感和水文数据进行处理，结合大夏河

流域地貌形态特征和流域 ＤＥＭ数据进行分形计算，
提出流域土壤重金属分布式运移模型，对大夏河流

域土壤中重金属的运移量进行估算。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大夏河属于黄河上游的一级支流，地处青藏高

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东经 １０２°２′～１０３°２３′，北纬
３４°５１′～３５°４８′）。大夏河经夏河县城东北流入，出
土门关后进入临夏盆地，自西向东横贯临夏市、至折

桥转北向东乡县泄湖峡，在康家湾喇嘛川塔张村注

入刘家峡水库
［６］
。主河道总长 ２０３ｋｍ，总流域面积

７１５２ｋｍ２，多年平均流量 ３４３ｍ３／ｓ，年均径流量
１１亿ｍ３，多年含沙量 ３４９ｋｇ／ｍ３，年输沙量 ４１９２×
１０１０ｋｇ，林地面积 ３２７×１０６ｈｍ２，占流域总面积的
２１２％［７］

。

１２　流域分级与划分
根据大夏河流域边界的经纬度，从地理空间数

据云上高级检索，下载包含大夏河流域的 ＤＥＭ图像
数据（共 ４块），将下载的原始 ＤＥＭ 图像导入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需要应用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中数据管理工
具—栅格—栅格数据集—镶嵌工具，把 ４块分散的
栅格数据图合并到一起，然后根据大夏河的流域边

界把大夏河流域从 ４块合并的栅格数据上裁剪，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大夏河高程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ａｘｉａｒｉｖｅｒ
　

本文首先对大夏河流域选取合适的阈值
［８－９］

进

行河网水系提取，然后根据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和 Ｓｈｒｅｖｅ这两
种流域分级法

［１０］
，并结合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水文分析—河网分级工具，对大夏河流域
进行分级处理。而流域的划分首先需要确定各个子

流域的出水口位置，然后根据水流流向
［１１－１２］

判断流

入该出水口的所有上游区域，即为子流域，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把大夏河流域划分成 ７个子流域，如
图２所示。

图 ２　大夏河子流域区域划分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ｏｆＤａｘｉａ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使用手持式 ＧＰＳ记录位置，采
集大夏河流域周边土样和水样，以全年存在稳定径

流为依据，共２６个采样点，采样位置具有代表性，见
图３。在野外将样品放入自封袋中，编号后带回实
验室，对土壤样品进行四分法取样后风干，研磨过

２００目尼龙筛，放入对应编号的样品容器内，对流域
水样摇匀，也装入对应编号的样品容器内，大约

４０ｍＬ［１３］。样品以及标准样送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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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理研究所进行检测，运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仪 ＩＣＰ ＯＥＳ测定重金属的含量［１４］
，Ａｓ、Ｃｄ、

Ｃｒ、Ｃｕ、Ｐｂ５种重金属的检出限分别为 ０４２、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００１４、０４２ｍｇ／Ｌ。

图 ３　大夏河流域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ｉｎ

Ｄａｘｉａ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１４　重金属运移模型
１４１　ＳＣＳ ＣＮ运移模型

流域污染物的运移研究直接影响环境科学的进

展，通常采用数学模型预测污染物的运移规律
［１５］
。

掌握流域重金属运移规律可以有效地控制与治理环

境污染
［１６］
。国外对于城市小流域进行地表径流污

染特征的提取应用较为广泛
［１７］
，国内相关资料较

少。流域土壤的质地对重金属的迁移有一定的影

响
［１８］
。ＳＣＳ ＣＮ模型由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

（ＵＳＤＡＳＣＳ）提出，由于对输入数据量要求不高、模
拟精度高而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

［１９］
。本文

选取大夏河流域及其支流，以 Ａｓ、Ｃｄ、Ｃｒ、Ｃｕ、Ｐｂ
５种重金属为估算对象，结合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统
计流域降雨径流的 ＳＣＳ ＣＮ模型因子，计算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下的地表径流量，估算大夏河流域的重

金属运移能力
［２０］
。

流域重金属地表径流运移量公式为

γｉ＝αｉＣｉ∑
ｍ

ｊ＝１
Ａｊ
（Ｐ－０２Ｓ）２

Ｐ＋０８Ｓ
（１）

其中 Ｓ＝２５４００／ＣＮ－２５４
式中　γｉ———第 ｉ类重金属的运移量，ｔ／ａ

αｉ———第 ｉ类重金属的水溶出率

Ａｊ———第ｊ个水文响应单元（ＨＲＵ）的面积，ｋｍ
２

Ｐ———研究区域年降雨量，ｍｍ／ａ
Ｃｉ———第 ｉ类重金属的平均质量比，ｍｇ／ｋｇ
ＣＮ———径流曲线数
Ｓ———径流开始前的潜在最大滞留量，ｍｍ／ａ

根据大夏河流域多年降雨量，把大夏河流域按

照子流域进行划分，统计各个子流域的年降雨量，并

根据子流域划分图，确定子流域的流域面积，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子流域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子流域 年降雨量／（ｍｍ·ａ－１） 流域面积／ｋｍ２

同仁 ４０９１ ８２４２７

桑科 ５１６０ ７０５９２

夏河 ４５２９ ５５８３７

合作 ５４５０ １３６７１１

甘加 ３５６４ １３５４３８

双城 ６４０３ １１２６８１

折桥 ４７６１ ８４８１５

大夏河 ４８５１ ６７８５０１

１４２　分布式运移模型
定义河网分形维数与地表径流量的函数关系，

可以得到大夏河各个子流域用分维值预测的径流

量
［２１］
。考虑到重金属运移量模型的单位换算，应用

径流深这一概念消除单位不统一的影响，径流深指

在某一时间段内通过流域指定断面的径流量除以该

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的值
［２２］
，公式为

Ｒ＝ Ｑ
１０００Ｆ

（２）

式中　Ｒ———径流深，ｍｍ
Ｑ———年径流量，ｍ３

Ｆ———该断面以上的流域面积，ｋｍ２

根据分维值求得的年径流量，将流域重金属运

移量公式定义为

γｉ＝αｉ∑
ｎ

ｊ＝１
ＣｉＳｊＲ （３）

式中　Ｓｊ———第 ｊ个子流域的面积，ｋｍ
２

考虑到径流深的特点，将重金属运移模型公式

修改为

γｉ＝αｉ∑
ｎ

ｊ＝１
Ｃｉ
Ｑｊ
１０００

（４）

式中　Ｑｊ———第 ｊ个流域分维值模拟的径流量，ｍ
３

１５　模型因子
１５１　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４下，大夏河流域的土地利用类
型经过遥感监督分类解析，主要选取了旱地、林地、

草地、水域、居民用地和沼泽地，如图４所示。
１５２　径流曲线数

径流曲线数 ＣＮ取决于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类
型和土壤类型，本文参照《美国国家工程手册》中的

ＣＮ值
［２３］
，结合流域多年降雨量和土壤湿润程度，确

定 ＣＮ值，如表２所示。参照美国水土保持局手册，
选定 ＣＮ为 Ａ类土壤组。
１５３　网格法

应用网格法计算大夏河及子流域的分维数，网

格法基本原理为使用不同边长的正方形网格覆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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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土地利用类型图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ｍａｐ
　

表 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 ＣＮ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

土地利用

类型

不同水文土壤组

Ａ Ｂ Ｃ Ｄ

旱地 ６８ ７７ ８３ ８９

林地 ３８ ５８ ７０ ７７

草地 ４９ ６９ ７９ ８４

水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居民用地 ６４ ７５ ８１ ８５

沼泽地 ７７ ８６ ９１ ９４

测流域等线体，当改变正方形的边长时，被测线体的

网格数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２４－２５］

，因此，拟合方

程式为

ｌｎＮ（ａ）＝－Ｄｌｎａ＋Ｃ （５）

图 ５　相似流域图像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ｉｍａｇｅ

式中　ａ———边长　　Ｎ（ａ）———网格数
Ｃ———比例常数
Ｄ———流域的分维数

１５４　地势起伏比的计算
径流是流域地貌形成的外营力之一，并且参与

地壳中的地球化学过程，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湖

泊、沼泽的形成，还影响土壤的发育程度。流域分维

值又能够很好地反映流域地貌形态
［２６］
，应用流域分

维值拟合径流存在可行性。应用 ＡｒｃＧＩＳ计算和大
夏河流域形态相似的流域水文站的分维值，并计算

该水文站的径流量。

由于研究区域所处的地势起伏度比较大，对地

表径流量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需要从 ＡｒｃＧＩＳ中获
取该研究区域最大与最小高程，然后计算地势起伏

比，从而将分维值乘以地势起伏比进行归一化，公式

为

Ｒｍ＝
Ｈｍｉｎ
Ｈｍａｘ

（６）

式中　Ｒｍ———地势起伏比
Ｈｍａｘ———研究区域的最大高程

Ｈｍｉｎ———研究区域的最小高程
１５５　相似流域的识别模型
１５５１　结构相似性

先分流域生成图像的像素分布函数，再通

过分布函数的相似性，得到两幅图像的相似度。

若用 １表示图像中被点出的点，用 ０表示图像
中未被点出的点，那么，该图像其实就是一个由

１和 ０组成的 ０ １矩阵。该图像转换成 ０ １
矩阵后可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操作。因此，各个图
像的结构相似问题就转换为比较矩阵的不同区

域之间的相似性问题
［２７］
。大夏河流域以及与

大夏河流域比较相似的 ９个流域的图像如图 ５
所示。

为了比较两幅图像的相似程度，可以定义任一

图像的像素分布函数。设一幅图像 Ｆ的 ０ １矩阵
为 Ｍ。定义向量

ｖｋ＝
１
ｎ∑

ｎ

ｊ＝１
ｍｊｋ （７）

式中　ｖｋ———图像的竖直像素分布向量
ｍｊｋ———矩阵 Ｍ中 ｊ行 ｋ列的元素

由此，定义函数

(ｆ ｋ)ｎ ＝
ｖｋ
ｎ
　（１≤ｋ≤ｎ）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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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矩阵的维数
ｆ（ｋ／ｎ）———图像 Ｆ的像素分布函数

根据式（８）的定义，可得到函数 ｆ（ｘ）在 ｘ＝ｋ／ｎ
点的值。因为每幅图像的宽度为 ２３０像素，高度为
２３０像素，所以１≤ｋ≤２３０。

Ｔ＝（ｕ１，ｕ２，…，ｕ２３０） （９）
式中　Ｔ———向量 Ｆ的特征向量

ｕｋ———函数 ｆ（ｘ）在区间 （００１（ｋ－１），
００１ｋ）的平均值

假设两幅图像为 Ｆ１和 Ｆ２，它们对应的 ０ １矩
阵为 Ｍ１、Ｍ２，对应的特征向量分别为 Ｔ１、Ｔ２，由此定
义

α＝
〈Ｔ１，Ｔ２〉

２

〈Ｔ１，Ｔ１〉〈Ｔ２，Ｔ２〉
（１０）

式中　〈·，·〉———两个向量的内积
α———两幅图像的结构相似度

如果 α大于０９９，说明两幅图像结构相似。
１５５２　特征相似性

相似流域的识别不仅在结构上比较相似，在流

域面积、河网长度、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等某

些特征指标方面也具有相似性
［２８］
。表 ３对比了大

夏河流域及与大夏河相似的９个流域的一些特征参
数。

表 ３　相似流域的特征对比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ｂａｓｉｎｓ

流域

名称

流域面积／

ｋｍ２
河网长度／

ｋｍ

流域面积

与河网长

度比／ｋｍ

年平均

气温／℃

年平均

降水量／

（ｍｍ·ａ－１）

白云 ２８９４２３ ８７５７４ ３３０ ７４ ５６８

多坝 １６５６０１ ５２４３３ ３１６ ５５ ５３６

红旗 ８６５０３４ ３３０７２０ ２６２ ７５ ４９４

红崖子 ２８２０５１ １０８３９３ ２６０ ９７ ３１２

靖远 ６７５０７３ ２７４３３１ ２４６ ９４ ２２４

连城 ３３１１１２ １１９９８２ ２７６ ５８ ３２３

碌曲 ３７３９２２ １２７９６３ ２９２ ２９ ５９３

武都 ３１１５４２ ８９３２９ ３４９ １４９ ４６１

舟曲 ４４９０７１ １３７５７２ ３２６ １３４ ４２０

大夏河 ６７８５０１ ２４５５４０ ２７６ ４８ ５０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溶出率

采用 ＢＣＲ连续分级提取法［２９］
，将水溶态和可

交换态合并的酸溶态含量（质量比）作为水溶出率

计算因子，在提取过程中可保持稳定，准确地描述

污染物的运移能力。以 ５组土壤重金属样本作为
测试提取对象，得到平均提取量和水溶出率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ＢＣＲ提取水溶态含量和水溶出率结果

Ｔａｂ．４　ＢＣ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参数 Ｐｂ Ｃｄ Ｃｕ Ｃｒ Ａｓ

全量检测值／（ｍｇ·ｋｇ－１） １７ ００４３ ２１ ５０ ４７

酸溶态含量／（ｍｇ·ｋｇ－１） ０９５ ０００３１５ ０８ １６ ００８

水溶出率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２２　重金属含量特征
由于流域位于甘肃省境内，因此采用按行政区

域划分的甘肃省土壤背景值的几何平均值作为参

考
［３０］
，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重金属含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Ｔａｂ．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重金属

元素

平均值／

（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ｍｇ·ｋｇ－１）

变异

系数

背景值／

（ｍｇ·ｋｇ－１）

Ｃｕ ２０２５ ３６６１７ ０１８０９ ２２５

Ａｓ ２０４３ ５３９４０ ０２６４０ １１７

Ｃｒ ９４４８ ２９０１３５ ０３０７１ ６９３

Ｃｄ １４３ ０１８６７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１０６

Ｐｂ １５３７ １１８２５ ００７６９ １７９

　　从表 ５可以看出，５种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
从大到小依次为：Ｃｒ、Ａｓ、Ｃｕ、Ｐｂ、Ｃｄ。
２３　分维值模拟径流量结果

阈值对应的是区域的汇流量，也就是汇入该

区域的栅格流量数，本文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４中对该水
系的矢量图取 ５０００的阈值，并对该矢量图进行要
素转栅格、网格分析，在输入像元大小（正方形网

格边长）里填入 １０～５００不同的 １０组数值，得到
不同边长所对应的栅格图，统计栅格图的网格数，

对求得的数值取对数进行线性拟合，生成拟合方

程为 ｌｎＮ（ａ）＝－１０１６３ｌｎａ＋１４３３１，决定系数
Ｒ２＝０９９９８，拟合方程系数的斜率即为流域的分
维值，故大夏河流域的分维值为 １０１６３，小于
１６，判定大夏河流域地貌处于幼年期，此阶段流
域水系发育不充分，地面较为完整。同理，分别计

算 ７个子流域的分维值。
与大夏河流域比较相似的 ９个流域，其分维值

基本与大夏河各子流域分维值相近，且某些特征指

标也较为相近，所以求得相似流域分维值与径流量

如表６所示。
对这９个水文站的归一化分维值和径流量做线

性拟合，得到拟合曲线如图６所示。
由图 ６可知，相似流域分维值和径流量拟合方

程为：ｙ＝－８３×１０９ｘ＋６１×１０９，决定系数 Ｒ２＝

６３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表 ６　相似流域分维值和径流量

Ｔａｂ．６　Ｓｉｍｉｌａｒｂａｓｉｎ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

流域名称 分维值 最大高程／ｍ 最小高程／ｍ 地势起伏比 归一化分维值 年径流量／ｍ３

武都 １００５１ ４５７５ ９２４ ０２０２０ ０２０３０ ５２７５６×１０９

舟曲 １００９３ ４１８８ １０５２ ０２５１２ ０２５３５ ４０３３９×１０９

红旗 ０９８８０ ４２４４ １６７６ ０３９４９ ０３９０２ ３４７５０×１０９

连城 １０１４０ ４２８２ １７８９ ０４１７８ ０４２３６ ２７１５０×１０９

白云 １００８２ ４６４８ ２１４４ ０４６１３ ０４６５１ ６８６９０×１０８

多坝 １０１１６ ４８０４ ２４２８ ０５０５４ ０５１１３ ５３７４０×１０８

靖远 １００９９ １９７６ １３８１ ０６９８９ ０７０５８ １０５６０×１０８

碌曲 １００３９ ４４０１ ３１０７ ０７０６０ ０７０８７ ８２５４０×１０８

红崖子 １００９８ １９９６ １５５４ ０７７８６ ０７８６２ ２５２８０×１０８

图 ６　归一化的分维值和径流量拟合曲线

Ｆｉｇ．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０７６１９，说明流域分维值和径流量相关性比较显
著，该研究方法具有可行性。

根据拟合曲线求大夏河各个子流域的径流量，

如表７所示。
从全国水雨情网站获取水文站的流量数据，以

及从甘肃省水利厅官网下载《甘肃省水资源公报》，

查询到折桥和夏河水文站的平均年径流量分别为

７２６５亿 ｍ３和３８１７亿 ｍ３（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模
拟的年径流量与实测数据基本吻合，说明用分维值

模拟的径流数据可以真实反映流域径流量。

表 ７　大夏河流域模拟径流量

Ｔａｂ．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ｕｎｏｆｆｉｎＤａｘｉａ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水文站 归一化分维值 年径流量／ｍ３

桑科 ０７２９９ ２５９００×１０７

同仁 ０７２４０ ７４７００×１０７

夏河 ０６３４５ ８２０８０×１０８

合作 ０６２０５ ９３７２０×１０８

甘加 ０５４８２ １５３９３×１０９

双城 ０４５４５ ２０６８５×１０９

折桥 ０６６２５ ５８７４０×１０８

大夏河 ０３８８５ ２８７０３×１０９

２４　流域相似度的计算

先对大夏河流域以及与大夏河流域比较相似的

９个流域的图像进行旋转与裁剪，使每幅流域图像
的宽度为 ２３０像素，高度为 ２３０像素。进而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４ａ中，把各个流域的图像导入并转换成
０ １矩阵，再把数据导出，最后通过相似流域的识
别模型进行计算。

根据相似流域的识别模型可以求得结构相似度

α，如表８所示。

表 ８　流域相似度

Ｔａｂ．８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舟曲 白云 多坝 红旗 红崖子 连城 靖远 碌曲 武都 大夏河

大夏河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７５ ０９９７３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９６３ １

武都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７９ １ ０９９６３

碌曲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８７ ０９９６３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８３ ０９９７９ １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５８

靖远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９２ １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７８

连城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７ １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８３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８５

红崖子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７ ０９９７１ １ ０９９８７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８８

红旗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７３ １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６３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９８４

多坝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３ １ ０９９７３ ０９９８７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８７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７３

白云 ０９９９２ １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７５

舟曲 １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８５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８８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７６

　　从表８可以看出，多个流域图块与参考图的结
构相似度 α均大于０９９（其中相似度为 １即参考图

所在的区域，是参考图与自身相比的结果），说明大

夏河流域以及与大夏河流域比较相似的９个流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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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构相似性。

通过流域相似度的验证与分析，大夏河流域以

及与大夏河流域相似的 ９个流域在结构上是相似
的，并且根据表３可以看出，这些流域在不同尺度下
的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流域面积与河网长度

比值也具有相似性。

２５　两种模型对比
根据 ＳＣＳ ＣＮ模型估算出大夏河流域的重金

属运移量，如表９所示。

表 ９　基于 ＳＣＳ ＣＮ模型估算的重金属运移量

Ｔａｂ．９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ＣＳ ＣＮｍｏｄｅｌ ｔ／ａ

子流域

名称

重金属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Ｃｕ Ｐｂ

同仁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１２４ ０３８１２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８２３

桑科 ０１１５２ ００２２０ ０３８１８ ０１４０４ ０２００１

夏河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３１４４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１１１

合作 ０１３３５ ００４７０ １７７７９ ０３９３８ ０３７７５

甘加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２３４ ０９７１７ ０２３８２ ０２０４９

双城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４１３ ０９５７０ ０３５６２ ０４２０４

折桥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３８０ １０２１１ ０２９３３ ０３１７８

合计 ０６２６８ ０１９７３ ５８０５１ １５９６０ １７１４１

　　ＳＣＳ ＣＮ模型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输入参数
少，缺点在于数据需要长期持续性观测。从表 ９可
以看出，大夏河各个子流域的重金属运移量，Ａｓ、
Ｃｄ、Ｃｒ、Ｃｕ、Ｐｂ５种重金属的总运移量为 ０６２６８、
０１９７３、５８０５１、１５９６０、１７１４１ｔ／ａ。

根据分布式预测模型估算出大夏河流域的重金

属运移量，如表１０所示。
分布式运移模型优点在于从机理上去除了重金

属河道滞留量和土壤入渗保留量，可以结合少量采

样数据对远程遥感进行估算，缺点在于需要根据实

际区域的土壤颗粒类型和水土保持因子来做进一步

的剔除。从表１０可以看出，大夏河各个子流域的重
金属运移量，Ａｓ、Ｃｄ、Ｃｒ、Ｃｕ、Ｐｂ５种重金属的总运移
量为０６７１０、０２０９９、６２８１６、１７４６５、１８３７７ｔ／ａ。

表 １０　基于分布式模型估算的重金属运移量

Ｔａｂ．１０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

子流域

名称

重金属元素

Ａｓ Ｃｄ Ｃｒ Ｃｕ Ｐｂ

同仁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４５２８ ００８４９ ００９７７

桑科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２４１８ ００８８９ ０１２６７

夏河 ０１３９３ ００２７０ ０６４５４ ０２１０６ ０２２８１

合作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３２０ １２０７５ ０２６７５ ０２５６３

甘加 ０１０４３ ００４３３ １７９７９ ０４４０８ ０３７９１

双城 ０１５１７ ００４９６ １１４９４ ０４２７８ ０５０４９

折桥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２９３ ０７８６８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４４９

合计 ０６７１０ ０２０９９ ６２８１６ １７４６５ １８３７７

　　对比表９、１０可以看出，应用分维值估算的径流
量分布式模型求取的重金属运移量和应用 ＳＣＳ
ＣＮ模型求取的重金属运移量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分
布式重金属运移模型相对合理。

３　结论

（１）Ｃｕ、Ｐｂ元素的实测平均含量分别为
２０２５、１５３７ｍｇ／ｋｇ，分别低于甘肃省 Ｃｕ、Ｐｂ含量的
地方背景值２２５、１７９ｍｇ／ｋｇ，说明这两种元素没有
超标。Ａｓ、Ｃｒ、Ｃｄ元素的实测平均含量分别为
２０４３、９４４８、１４３ｍｇ／ｋｇ，分别高于甘肃省 Ａｓ、Ｃｒ、
Ｃｄ含量的地方背景值１１７、６９３、０１１０６ｍｇ／ｋｇ，说明
这３种元素在大夏河流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累积。

（２）采用网格法对大夏河流域及其子流域进行
分析，其水系分维值为１０１６３。根据相似流域水文
站的分维值和径流数据，计算分维值与径流量之间

的线性关系，拟合曲线求出大夏河子流域的径流数

据，对大夏河流域及与大夏河流域比较相似的 ９个
流域的相似性进行了建模验证。

（３）基于 ＳＣＳ ＣＮ和分布式运移两种模型的估
算结果基本一致，但总体上应用分布式运移模型估

算重金属的运移量偏高，比例较为合理，尤其对于远

程遥感估算更具有实际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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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４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ＦＥＲＮ?ＤＥＺＯＮＤＯＯＥ，ＢＡＣＣＨＥＴＴＡＧ，ＬＡＬＬＥＮＡＡＭ，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ＢＣＲ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ｏｉｌｓ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ｍ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ｉｎ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ｎＳａｒｄｉｎ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７２：
１３３－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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