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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计算流域尺度内的蒸散发量可以为流域内水文循环过程的动态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以包含了 12 个水文流域的青藏高原区域为研究区。依据旋转经验正交函数 REOF 对 40a

向下短波辐射值的分析结果，将各个流域划分出多个子区间，再在子区间内采用修改后的 3T 模

型计算蒸散发，从而实现 3T 模型的分布式计算。为了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将站点观测的 ET 值、

其他遥感产品 ET 与模型计算出的 ET 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REOF-3T 模型与青藏高原上 6

个涡度通量站测得的 8 天平均 ET 值有明显的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R）范围是 0.6～0.78

（P<0.01），均方根误差（RMSE）变化范围是 1.006 mm/d～1.408 mm/d。模型计算的蒸散发（REOF-

3T 模型）与 2008-2018 年期间 93 个气象站的观测蒸散发（水面蒸发）也存在良好的一致性。超

过 93%的站点的 R 值超过 0.6。除了 2008 年、2016 年和 2018 年，93 个站点的年平均 R 值超过

了 0.9。根据 2008-2018 年月蒸散发量的 MK 检验结果，在青藏高原西南部，特别是长江上游流

域，月蒸散发量有增加的趋势，在北部和西北部则呈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