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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水文气象变化引起的干旱、洪水和湿地植被变化，使人类赖

以生存的粮食、水、土壤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气象特征具

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水文气象变化及其对湿地植被的影响，对自然、

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收集了卫星遥感数据、气象观测数据、水文观测

数据、及统计年鉴资料并展开相关研究。 

土壤水分和参考作物蒸散量(ET0)是评估气候变化对能源和水循环潜在影响的重要指标，

也是评估干旱的关键指标，本研究研究了历史和未来情况下的干旱情况。本研究验证并使用

欧空局土壤湿度数据，基于土壤湿度对气象要素滞后变化的量化时间构建了综合农业干旱指

数，来揭示长江中下游农业干旱的年、季变化，空间格局，及对作物物候相关的监测优势；

利用 CMIP5 大气环流模式(GCM)的气象资料和输出数据，研究了 2011-2100 年鄱阳湖流域

ET0 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干旱的响应。 

2020 年鄱阳湖遭受了 21 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呈现出干旱向洪涝急转的特征。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多准则洪水风险评价模型，与 Sentinel-1 合成

孔径雷达卫星数据所反应的受灾情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表明该洪水风险模型是可靠的。利

用 Sentinel-1 数据探究洪涝灾害的潜在原因。水位的急剧上升和长期的高强度降水是造成此

次洪水的重要原因，且农田淹水最为严重。 

水文是湿地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环境条件。研究以鄱阳湖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鄱阳湖流

域水文环境对湿地覆盖分布和过渡的影响。统计不同湿地覆盖类型的年淹没情况，表明鄱阳

湖湿地覆盖的分布受水文因素的影响较大。空间分析表明，水文变化可能是鄱阳湖北部和中

部漫滩湿地覆盖演变的主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