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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森林植被生物量遥感动态监测方面最基础性的研究是探讨生物量与遥感数据及其派生数据、地形数据和
气象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为此，以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植被为例，分别对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

成过熟林的生物量与其对应的LANDSAT TM数据及其派生数据、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首先，利用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林业固定样地数据，通过各树种组的各器官生物量估算模型计算出各样地森林植

被的生物量，并根据样地的坐标来建立样地GIS数据库。然后，利用地形图对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并对遥感
图像进行主成分变换、缨帽变换以及植被指数的计算来产生其派生数据。其次，将栅格样地数据、遥感数据（如

LANDSAT TM数据）及其派生数据（如各种植被指数数据、主成分数据、缨帽变换的亮度、绿度和湿度数据）、

栅格地形数据（如DEM和坡向）和栅格气象数据（包括年平均温度、大于0 ℃的积温、年平均降雨量和湿润度）

统一到同一坐标系和投影下，并将所有的数据内插为30 m分辨率的格网数据，利用样地数据与遥感数据及其派
生数据、地形数据和气象数据进行栅格空间叠加分析，从而得到各样地的样地数据、遥感数据及其派生数据、地
形数据和气象数据。再次，根据各样地优势树种所属的龄组将所有的数据层化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成过
熟林等几个不同龄组的样本数据。最后，分别对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成过熟林的样地生物量与其对应的遥
感数据和派生数据、气象数据和地形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因子中，幼龄林的生物量与

LANDSAT 的TM1和TM6波段的亮度值在0.05的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均为-0.33；中龄林的生物量与

降雨量在0.05的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3；近熟林的生物量与LANDSAT TM的派生数据VI3、
LANDSAT的TM4和缨帽变换的亮度值在0.05的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50、-0.45和-0.45；
成过熟林的生物量与主成分变换的第二主成分（PC2）在0.05的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6。在

0.05的水平上，近熟林的生物量与LANDSAT TM的派生数据VI3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50，其次是成过熟林

的生物量与主成分变换的第二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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