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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01 



      宁夏深居内陆，位于我国西北东部，处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

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典型。宁夏年降水量

北少南多，差异明显，以200mm和400mm等雨量线为界将宁夏

自北向南划分为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带地

下水匮乏，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沙质荒漠化严重，植被稀疏覆盖

度不足20%，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南部山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

重，加之人口增长速度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压力过大，

导致人地关系失衡及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宁夏生态系统一直比较脆弱，土地荒

漠化和水土流失形势严峻。 

 研究区域 



       自2000年以来，宁夏大力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防沙治

沙、湿地保护、绿化美化五大生态修复工程。 

       评估植被的恢复情况，是生态恢复有效性评估的重要环节，

可为生态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支撑。 

 研究需求 



        对植被变化的研究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

作。盛永伟等利用NDVI数据进行了植被的宏观分类，郭铌等、阎

福礼等、李晓兵等、方精云等、朴世龙等都利用N0AA／AVHRR-

NDVI的数据对不同区域植被变化进行了动态的监测。 

 技术支撑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光谱分辨率高、观测周期短，

拥有36个光谱通道，覆盖可见光、近红外和热红外波段，具有波段

窄、信噪比高、波谱敏感性好等优点，其中第 1、2波段的空间分

辨率为250 m，对植被的监测能力显著提高。 



数据资料及处理 02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对绿色植被敏感，与植被覆盖度、叶

面积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是植物生长状况及植被空间分布密度

的最佳指示因子，常用它来评价植被状态，是当前研究植被覆盖时

空变化的最常用遥感植被数据。当植被覆盖度小于8O%时，NDVI

随植被量呈线性上升；而当植被覆盖度大于 8O%时，NDVI的灵

敏度下降。 NDVI能更好地适应植被稀疏、覆盖度差异悬殊的大范

围区域的景观监测，故选为监测指标。 

        选取2002～2016年7～8月的EOS/MODIS 250米分辨率8

天最大植被指数合成数据作为评估的基础数据，数据从美国NASA

网站下载。 

 资料来源 



        年最大植被指数合成：利用ENVI软件的IDL语言编程，对基

础数据进行逐年最大合成，用来反映年地表植被覆盖情况。 

        低、中、高植被覆盖区域：利用EREAS软件对年最大植被指

数进行重分类，将NDVI小于0.2的区域划分为低植被覆盖区域、

NDVI介于0.2～0.5的区域划分为中等植被覆盖区域、NDVI大于

0.5的区域划分为高植被覆盖区域。分别统计宁夏两个重点退耕还

林草区域（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2002～2016年平均NDVI及

高、中、低植被覆盖区域面积。 

 资料处理方法 



03 结果分析 



        宁夏两个主要的退耕还林草区域2002～2016年15年间

NDVI均呈上升趋势，中部干旱带年均上升0.77%，南部山区

年均上升1.18%，南部山区上升更为明显。 

 15年NDVI变化 



       将2002～2016年划分为2002～2005、2006～2010、2011～2016三个阶段，分阶段

分析两个主要的退耕还林草区域NDVI变化情况。 

不同时段NDVI变化 

      中部干旱带2002～2005阶段NDVI呈下降

趋势，2006～2010、2011～2016两阶段

NDVI均呈上升趋势。而2006～2010阶段为快

速上升期，年上升率为1.94%；2011～2016

阶段年上升率为0.79%，上升较为缓慢。 

        南部山区三阶段NDVI均呈上升趋势。

2006～2010阶段上升最快，年上升率为

2.66%；2011～2016阶段次之，年上升率为

0.55%；2002～2005阶段上升较慢，年上升

率为0.49%。 

2006～2010阶段中南部山区NDVI上升最快，为植被迅速恢复期。 



不同覆盖度面积变化 

        中部干旱带低植被覆盖度区面积

在退耕还林前中期有所增加，中后期变

为减少趋势；中等植被覆盖度区面积呈

现减少-增加-减少的波动趋势；但高植

被覆盖度区面积在退耕还林后逐年稳定

增加，植被恢复明显。 

        南部山区总体植被覆盖度较高，为中

高覆盖度，中等植被覆盖度面积在2010年

以前基本在60%～70%之间，2010年迅速

减少，基本都在30%以下，相应地高覆盖度

面积快速增加。南部山区植被快速恢复，地

表植被分布均一化程度明显改善，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情况得到了有效控制。 



04 结论与讨论 



        植被覆盖变化受到气候和人类活动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与影响。而宁

夏尤其是两个主要退耕还林草区域（中部干旱带、南部山区）干旱频率高，

素有“十年九旱”之说，降水是制约宁夏植被生长的主要气候因子。 

       中南部山区2013年之前植被指数随降水的多少而变化，但2014～ 

2016年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生长季降水量呈减少趋势，NDVI却仍保持

较高水平，并未随降水减少而下降，这说明近几年宁夏植被好转主要得益

于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对植被恢复作用。 



 生态建设成果 

        2000年以来，宁夏大力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防沙治沙、

湿地保护、绿化美化五大生态修复工程，推动了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快速发展。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13.6%；沙化

土地面积由上世纪70年代的2475万亩减少到1774.5万亩，成为全

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省区。 

        通过多年的生态环境建设，全区生态环境状况已呈现“整体

好转，局部优化”的良好局面。生态面貌不断改善，优美生态环境

成为宁夏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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