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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面蒸散发（ET）是水循环的关键一环，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陆面蒸散发量的遥感反演及时空格局》通过收集和处理中国陆地区域的气象、遥感数据以及土
壤、植被等多源数据和地面验证资料，改进了一层定量遥感模型，估算了中国1991年、1995年、1999
年三期陆面蒸散发量，并侧重探讨了遥感模型中相关关键参数的不确定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各年
蒸散的时空格局以及影响因子的敏感性进行了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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