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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综合使用卫星观测、地面观测和分布式水文模型，对高亚洲地区的水资源进行评估和

监测，阐明青藏高原地气交互过程在亚洲季风系统中的作用。综合利用欧洲和中国的对地观

测数据，生产水文数据产品。 

 

我们发展了基于能量平衡的冰川物质平衡模型和水文模型，该模型主要由卫星观测驱动。这

些模型可用于估算冰川融化对河流径流的贡献。分布式水文模型采用卫星水文数据产品作为

驱动、校准、验证、和数据同化，在红河流域进行了试点研究。 

 

利用中国卫星数据研发了一系列的水分收支参量反演算法和产品。基于 ETMonitor 蒸散发遥

感模型，生成了 2000 年至 2018 年的全球公里分辨率的蒸散发数据集，数据集中包括植被

蒸腾、土壤蒸发、降雨截流蒸发、雪/冰升华、和水体蒸发等蒸散发分量。在高分辨率遥感

方面，基于中国高分卫星和欧洲哨兵卫星数据，开展了冰川特征提取及其对环境强迫的响应

分析。冰川研究集中在青藏高原，利用高分和哨兵卫星数据开展了藏东南冰川和冰川表碛制

图研究等，利用资源三号卫星立体相对数据等估计了念青念青唐古拉山区域冰川物质平衡，

分析了帕隆藏布冰川表面流速。此外，通过校正冰川反射率的各向异性来改进冰川反照率估

算方法，并生成了 2001-2020 年期间典型冰川的反照率数据集。 

 

基于青藏高原帕隆 4 号和帕隆 24 号冰川的野外观测数据，构建了冰川能量和物质平衡模型，

用于评估冰川融化的空间变异特征。野外观测数据不仅包括气象数据，还包括冰川和水文实

测数据。该能量平衡模型基于热焓值构建，从而更好的表达水汽的相态变化。在帕隆 4 号冰

川，整个时期（自 xx至 xx）冰川积累区的融化量为 1.5 – 2.5 m w.e.，消融区为 4.5 –6.0 m w.e.，

而在冰川末端消融量可达 6.5 m w.e.。同时，基于开展的野外加强观测和连续的自动观测发

现，冰川物质平衡难以表达降水和温度的季节性影响以及冰川内部的降水梯度。 

 

通过使用卫星数据的综合水文模型，我们用多种方式分析了意大利基耶塞和中国黑河流域的



冰川和积雪的物质平衡与区域水资源的联系。该分析主要基于 FEST-WEB 模型，利用地表温

度数据对模型结果进行校准，从而获得土壤水力学特征分布图，例如土壤导水率、

Brooks-Corey 指数、土壤深度、最小气孔和土壤阻抗等。通过耦合生态水文和社会经济系

统建立了一套流域系统模型，模型由一个最新的并行数据同化系统支持，其中数据同化系统

利用了亮度温度（AMSR）、LST（MODIS）、降水（TRMM 和 FY-2D）和野外实测数据。 

 

在红河流域的案例研究中，利用蒸发比和土壤水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了一种新的算法来对

SMOS 土壤水分进行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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