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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关中地区春旱的实时监测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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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关中地区春旱和伏旱频发，素有“十年九

旱”之说。据气象部门报道，2012年年末至2013年

年初，陕西省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气

候干旱，严重影响了关中地区冬小麦的生长。为了

进一步论述遥感干旱监测的实时性和宏观性，本文

基于Aqua MODls卫星遥感数据，采用条件植被温度

指数(vTCI)干旱监测方法【lj对关中地区2013年3

月以来的干旱程度进行了监测并进行剖析。

1 陕西省降水量和气温分析

2013年4月1日陕西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

灾害(干旱)Ⅲ级应急响应，要求陕西省气象局各相

关职能处室立即进入重大气象灾害Ⅲ级应急响应状

态，按照《陕西省气象局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要求的

职责，分工做好应急管理和服务工作。2012年10月

一2013年3月，陕西全省平均降水量55．9 mm，与常

年同期(117 mm)相比偏少5成(52％)，为1961年以

来历史同期第一最少年。与此同时，全省平均气温

5．O℃，比历史同期(4．2℃)偏高0．8℃，为1961年以

来历史同期第4高位，其中关中地区降水稀少，与历

年同期相比偏少5～9成。4月上旬，渭北中东部、

关中东部降水10一20 mm，其它地区降水均在10 nun

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关中中、东部地区

的旱情。4月18日至22日，陕西省出现了两次较明

显的降水过程，陕北东部旱情有所缓解，陕南大部旱

情已基本解除或缓解，为此，陕西省气象局于4月

24日决定解除干旱Ⅲ级应急响应状态。

2关中地区干旱的实时监测

关中地区2013年3月上旬至4月中旬的干旱

监测和干旱等级划分结果如图1。可以看出，3月上

旬的旱情最为严重，3月中旬仍有大面积的重旱区，

3月下旬的干旱程度稍有缓解，但旱情仍在较为严

重；4月中旬的旱情进一步缓解，4月中旬关中东部

和渭北旱塬的旱情加重。干旱等级划分图(图1)显

示：3月上旬几乎整个关中地区都发生了非常严重

的干旱；3月中旬关中中、西部的旱情仍然十分严

峻，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和杨凌示范区仍为重旱

区，铜川市和渭南市的旱情稍有缓解，但大部分地区

仍属于中旱乃至重旱区；由于部分地区采取人工降

雨和灌溉等措施；3月下旬关中地区整体旱情有所

缓解，东南部部分地区仍为重旱区。4月上旬关中

地区整体旱情进一步缓解，但关中东部旱情依然严

重，大部分区域仍在轻旱以上；4月中旬关中地区整

体旱情进一步加重，尤其是关中东部，这正如陕西省

气象局在解除干旱Ⅲ级应急响应状态时所指出的：4

月18日至22日的两次降水过程关中中东部、渭北

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不足10一，仍维持中到重度
干旱，请西安、咸阳、渭南维持或及时启动相应级别

干旱应急气象服务，做好抗旱气象服务工作。以上

监测结果与降水量和气温的分析一致，也与“陕西重

大气象灾害干旱Ⅲ级应急响应服务专题的报道12。相

符，表明遥感技术可用于干旱的实时监测。

3关中地区多年干旱的对比分析与应

急对策

对比2003—2013年每年3月关中地区的干旱

监测结果(图2)可以看出，2013年关中地区的初春

旱是十年来同期最严重的一年，于旱程度甚至比

2009年还严重。目前，旱情已严重影响到关中地区

冬小麦的正常生长：一方面由于冬小麦的拔节期是

小穗分化的关键时期，干旱会造成冬小麦拔节期营

养匮乏，影响小穗正常发育，导致后期穗小，穗粒数

减少，严重影响产量；另一方面干旱会造成冬小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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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进程加快，营养体生长受阻，植株矮小，影响后期

养分向籽粒转换，可能降低千粒重。虽然4月上旬

关中地区的整体旱情暂时得到缓解，但为了防御旱

情继续发展和促进冬小麦正常生长，面对目前如此

严重的旱情，建议在关中灌区通过合理调配水源，及

时开展春灌；在渭北旱塬气象条件成熟时及时开展

人工增雨作业，增加有效降水；同时还要做好春季田

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墒情，适当采取中耕等措施，

减少土壤水分的散失。

4结论

通过对关中地区2013年春旱的监测与分析，进

¨一+-．I◆．

一步证实了应用遥感数据可得到实时和宏观的干旱

监测结果，尤其适用于对于旱过程的动态监测和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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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IIle moIlitoring and analysis of spring dought in Gua皿hong plain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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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咖ary：．nle『e were se而ous dfought occurrences in early sp—ng of 2013 in the GuaIlzhong p】ain，Shaan]【i Province，PR China。and

the third category level(Ⅲ)of drought em。rgency response was issued by the Provincial Meteorolo矛cal Bureau on April l，2013 and wa8 dc—

activated on Ap^l 24，2013．A remotely sensed dmught monitoring印proach caUed Vegeta60n temperature condition index(VTCI)wa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drou小t occurrences using Aqua MODIS data products，MYD09GA and MYDl 1A1．。11}l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extreme

drought occuⅡ七nces in the first【en days and the middle ten days of March 2013 in the whole plain，and the dmughts of the 6r葛t len days were

more serious．The droughts were released in the last ten days of March 2013，and there were severe droughts in east and west of the plain．The

droughts were further released in the first ten days of Ap而1 2013，“ile the dmughts were aggravated in the middle ten days of April 2013 in

east of the plain．These dmughI monito—ng resuIts were in 900d agreement祈th p葫odicaI thematic rep。rts jssued by the Shaanxi f’uvincia2 Me—

teorological Bureau，and indicated血at the remotely sensed VTcI印proach is a real—time drought monitor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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