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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的乐安湿地植被覆盖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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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安湿地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凉山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高原湿地在海拔
２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典型生态系统。植被覆盖度（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与单位面积之比）是反映湿地植物生长状况
的重要生态学参数，在评估和监测湿地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 ＭＯＤＩＳ归一
化植被指数数据，应用像元二分法估算了布托乐安湿地保护区的植被覆盖度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了乐安湿地保护

区内植被覆盖度变化，旨在为保护区生态环境评价及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乐安湿地保护区植被覆盖度状

况良好，中度及其以上等级植被覆盖区占研究区比重较大，超过５０％；５年间，保护区植被覆盖度总体上呈现稳定
状态，但是不同等级，不同时段的植被覆盖变化趋势不同；植被覆盖度在空间上呈现以万吨山、四棵乡一线向两侧

降低的总体趋势。与海拔 ３５００ｍ左右的若尔盖湿地相比，乐安湿地植被覆盖度分布主要受地形、水热条件限制，
以及人为活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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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覆盖度（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与单位面积
之比）是反映湿地植物生长状况的重要生态学参

数，在评估和监测生态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获取地表植被覆盖度及其变化信息，对于归纳

地表植被变化规律，分析监测区生态环境具有现实

意义［１～２］。

植被覆盖度的测量方法可分为地表实测和遥感

监测两类。由于遥感具有能够反映不同空间尺度的

植被覆盖信息的优势，因而利用遥感数据估算植被

覆盖是主要方法。随着定量遥感的迅速发展，为林

业资源和植被变化监测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其中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是目前最为广泛应用的表
征植被状况的指数。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的

植被覆盖开展了大量研究，例如，刘洋等［３］利用高

质量ＭＯＤＩＳ观测约束历史 ＡＶＨＲＲ数据的反演，生
成全球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叶面积指数数据。刘振波
等［４］基于ＭＯＤＩＳＢＲＤＦ遥感模型参数产品数据，估
算植被指数，并将其与实测叶面积指数构建小兴安

岭五营林区冠层叶面积指数反演模型。也有不少学

者提出新的遥感数据处理方法来研究植被覆盖度，

如杨绘婷等［５］基于植被覆盖度，提出了一种新的遥

感数据提取方法———植被信息季节变换方法，将

ＭＯＤＩＳ低分辨率遥感数据的时间分辨率优势与中
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优势相结合，并将

其应用到了福建省连江县的研究中。贾坤等［６］综

合分析了用于植被覆盖度估算的遥感数据源，指出

未来植被覆盖度遥感估算研究的主要方向是：高时

空分辨率长时间序列的全球植被覆盖度数据集，多

源遥感数据融合和同化技术；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２０１６年９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增布拖县为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乐安湿地位于布拖县境内，处于大

凉山区，海拔２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是全球同纬度地区
少有的亚热带高原湿地，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

净化水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研究

该区域的植被变化，对于研究区域气候、生物多样

性、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和生态平衡以及维护区域生

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四川西部生物

多样性调查队［７］对布拖乐安地区的植物、植被、真

菌、鱼类、两栖爬行类、兽类多样性及影响干扰因素

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基于对乐安湿地的地面调

查分析，桂林华等［８］提出了初步的湿地恢复建议，

但是缺乏针对植被覆盖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时间

序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基于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的归一
化植被指数）数据，参考了李苗苗［９］的像元二分模

型，定量研究乐安湿地保护区植被覆盖空间分布及

变化趋势。

１　研究区概况

乐安湿地保护区（２７°２７’０５”～２７°４２’２７”Ｎ，
１０２°５２’３０”～１０３°０３’０５”）又称乐安黑鹳自然保护
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的

凉山山脉，属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在行政上隶属

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由乐安、四棵、乌

衣、地洛等乡镇的部分区域组成，距县城３０余 ｋｍ，
距西昌市１１４ｋｍ；湿地保护区平均海拔 ２６９０ｍ，属
亚热带滇北气候区，气候垂直变化大，具有明显的立

体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００ｍｍ～１４００ｍｍ，境内年平均气温１０１℃，大
于等于１０℃积温约 ２３６７８℃［７］。乐安保护区面积

２１３５８９ｈｍ２，保护区的森林主要分布于海拔 １８００
ｍ～３０００ｍ，主要有乔木马尾松、云南松、樟树、桦
木等，林带上下分布着黄荆、马桑、杜鹃、禾草、莎草、

蒿类等植被物种。保护区内植被属于川西偏干性常

绿阔叶林，并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海拔 １０００ｍ
以下为稀疏草丛，海拔 １０００ｍ～１８００ｍ为常绿阔
叶林，海拔１８００ｍ～２６００ｍ为针阔混交林带，海拔
２６００ｍ～３４００ｍ为亚高山针叶林带和灌丛草地。

３４３期 毛　英，等：基于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的乐安湿地植被覆盖动态分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源及遥感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包括遥感数据和其他数据。遥感

数据包括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５个时相
的ＭＯＤＮＤ１Ｍ中国５００ＭＮＤＶＩ月合成产品，时间选
取植被生长旺盛的８月，以便准确地监测植被覆盖
度。该数据由 ＭＯＤＮＤ１Ｄ计算得来，计算方法为取
月内每天最大值。其他数据包括：１∶５５０００地形图、
乐安湿地保护区边界矢量数据等。

研究中运用 ＥＮＶＩ５．１对遥感数据进行预处理
及植被覆盖度计算，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进行地形分析
及制图。

２．２　ＮＤＶＩ计算与异常值处理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是目前用来反映植被生长状态的
重要指标因子，通常被定义为近红外波段 ＮＩＲ（０７
μｍ～１１μｍ）与可见光红光波段 Ｒ（０４ｍｍ～０７
ｍｍ）反射率之差与反射率之和的比值，即

ＮＤＶＩ＝（ＮＩＲ－Ｒ）／（ＮＩＲ＋Ｒ） （１）
经过（１）计算得到的 ＮＤＶＩ数据，由于 ＮＤＶＩ值

被限定在［－１，１］之间，阴影区域的 ＮＤＶＩ在［－１，
１］之外的则被称为异常值，可以通过 ＥＮＶＩ５．１Ｂａｎｄ
Ｍａｔｈ将这一部分的ＮＤＶＩ值变成背景值，即零值。
２．３　植被覆盖度提取

基于像元二分模型提取植被覆盖度（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ＦＶＣ），消除了地域的限制，易推广
且精度较高。其原理［１０］就是假设一个像元的信息

可分为植被覆盖像元与裸土覆盖像元两部分，即 Ｓｖ
代表植被信息，Ｓｓ代表裸土信息，则

Ｓ＝Ｓｖ＋Ｓｓ （２）
Ｓｖ＝ＦＶＣｘＳｖｅｇ （３）

Ｓｓ＝（１－ＦＶＣ）ｘＳｓｏｉｌ （４）
因此，将公式（３）和（４）带入（２），得到植被覆盖

度ＦＶＣ的计算公式：
ＦＶＣ＝（Ｓ－Ｓｓｏｉｌ）／（Ｓｖｅｇ－Ｓｓｏｉｌ） （５）

该模型引入参数Ｓｖｅｇ和Ｓｓｏｉｌ削弱了植被类型、土
壤背景和大气等对获取信息的影响，对植被覆盖度

信息进行最大的保留。

根据研究，植被覆盖度与 ＮＤＶＩ之间存在极显
著的线性关系，由此，根据像元二分法原理，将ＮＤＶＩ
代入公式，变换得到：

ＦＶＣ＝（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ｓｏｉｌ）／（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６）
式中，ＮＤＶＩｖｅｇ为纯植被覆盖像元的 ＮＤＶＩ值，ＮＤＶＩ
ｓｏｉｌ为裸土覆盖像元的ＮＤＶＩ值。

由于大气、地表状况、年份、季节和区域等条件

影响，本研究采用李苗苗的简化模型，以 ＮＤＶＩ累计
频率５％和９５％的为置信度区，确定研究区域的有
效纯植被值和裸土覆盖值。表１为乐安湿地保护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裸土和纯植被的ＮＤＶＩ取值。

表１ 研究区土壤和植被的ＮＤＶＩ取值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ＮＤＶＩｓｏｉｌａｎｄＮＤＶＩｖｅｇ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年份Ｙｅａｒ 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ＮＤＶＩｖｅｇ
２０１１ ０．６６１ ０．８７３
２０１２ ０．６４６ ０．８７９
２０１３ ０．５３０ ０．８５４
２０１４ ０．２２６ ０．８９２
２０１５ ０．６１５ ０．８３８

２．４　植被覆盖度等级划分
为便于分析对植被覆盖动态变化，在对研究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植被覆盖度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实际
情况，将ＦＶＣ划分为５个等级［１１～１３］，即Ⅰ级低植被
覆盖度（０～０２）、Ⅱ级中低植被覆盖度（０２～
０４）、Ⅲ级中植被覆盖度（０４～０６）、Ⅳ级中 －高
植被覆盖度（０６～０８）、Ⅴ级高植被覆盖度（０８～
１０）通过拉伸生成植被覆盖度分布图。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植被覆盖度动态变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每年８月乐安湿地的中高度 ＋

高植被覆盖区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４３８２％、
４１７０％、５２３０％、６８５５％、４４５２％，其中中 －高植
被覆盖区占研究区的比重较大，超过２０％，反映了
植被覆盖状况良好。虽然保护区内植被覆盖度总体

上呈稳定状态（见图１），但是不同等级、不同时段的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存在差异。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低、中
－低（Ⅱ级）植被覆盖度面积变化呈先上升，然后下
降，持续下降至２０１５年呈上升趋势。中等（Ⅲ级）
植被覆盖度面积变化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呈下降趋
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呈上升趋势。中高（Ⅳ级）植被覆
盖度面积变化经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总

体上该级植被覆盖度面积呈现增加。高（Ⅴ级）植
被覆盖度面积变化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总体上呈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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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呈现上升趋势，但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呈

现急剧下降趋势（见表２）。

图１　乐安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平均植被覆盖度（ＦＶＣ）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ＦＶＣ）ｉ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表２ 乐安湿地不同时期植被覆盖度分级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ｔｔｈ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ｏｆＬｅａｎ

植被盖度分级

年份
Ⅰ级（０～０．２） Ⅱ级（０．２～０．４） Ⅲ级（０．４～０．６） Ⅳ级（０．６～０．８） Ⅴ级（０．８～１．０）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２０１１ ３７．１５ １６．７８ ３６．３６ １６．４３ ５０．８３ ２２．９７ ４６．５３ ２１．０３ ５０．４４ ２２．７９
２０１２ ４７．３１ ２１．３８ ４３．７９ １９．７９ ３７．９３ １７．１４ ４５．３６ ２０．４９ ４６．９２ ２１．２０
２０１３ ３６．３６ １６．４３ ２３．８５ １０．７８ ４５．７５ ２０．６７ ７６．２５ ３４．４５ ３９．１０ １７．６７
２０１４ ３２．８４ １４．８４ １０．５６ ４．７７ ２６．２０ １１．８４ ８５．２４ ３８．５２ ６６．４７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５ ５０．４４ ２２．８０ ３０．８９ １３．９６ ４１．４５ １８．７３ ５９．４３ ２６．８６ ３９．１０ １７．６７

注：面积ｋｍ２，比例％。

３．２　植被覆盖空间格局变化
从乐安湿地保护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８月的植被

覆盖分布图（见图２）可以看出，植被覆盖度在空间
上呈现以万吨山、四棵乡一线向两侧降低的总体趋

势。中高度、高度植被覆盖区主要集中在万吨山的

南部及东部、浪珠乡、四棵乡、乐安乡东北部，主要是

该区域的山区，以及水热条件的影响；中等植被覆盖

区受水热条件的限制，主要分布于中高度、高度植被

覆盖区的外围；低、中低植被覆盖区主要分布于万吨

山的西北部和乐安湿地的人口聚居区，主要受地形

地势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建筑用地、未经开发的或

者植被破坏严重的裸地以及长势后期耕地区域低植

被覆盖区与中低植被覆盖区的出现，导致在保护区

域范围内中出现大面积空白区域或浅色区域（见图

２）。

４　讨论分析

乐安湿地保护区与若尔盖湿地均为长江上游地

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两者都是高寒湿地生态系统

的典型区域［１４］，但是两者的海拔高度不同，若尔盖

湿地的海拔在 ３４００ｍ～３８００ｍ，乐安湿地的海拔
在 ２５００ｍ ～３０００ｍ。采 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的
ＭＯＤＮＤ１Ｍ中国５００ＭＮＤＶＩ月合成遥感数据经相
同方式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发现，若尔盖湿地植被以

中高和中等的植被覆盖度等级为主［１５］，而乐安湿地

的则以高和中高植被覆盖度等级为主；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若尔盖湿地的平均植被覆盖度为０７２，而乐安湿
地在这５年间的平均植被覆盖度仅为０５４；经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两者平均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两者植被覆盖度的影响因素也不一致，若尔盖

湿地的植被覆盖度分布影响因素有气象因素的气温

降水因子、地形因素的高程坡度和坡向、草原鼠和虫

害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政策等［１６］，

而乐安湿地的植被覆盖分布受水热、地形限制；近年

来两者植被覆盖度降低的原因也不一样，若尔盖湿

地草原退化、土壤沙化问题导致其植被覆盖度的降

低，乐安湿地则是因为人为因素导致其植被覆盖度

的降低。其人为原因主要是经济建设开发，如开工

建设 Ｇ３５６县城至昭觉三湾河段公路升级改造、
Ｓ４６４普格至特木里镇段公路改建工程、包谷坪至罗
家坪通乡油路工程，完成“十一五”遗留６个乡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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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乐安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植被覆盖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ＶＣａｔｗｅｔｌａｎｄｏｆＬｅ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５

ｋｍ通乡油路建设任务、麻地湾复建公路主体工程；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５年完成６６３亿元，建设补尔、
乐安风电场和包谷坪，合井光伏发电建设、城镇污水

处理厂建设；投入 １８５７６万元实施奔诚矿业萤石
采矿；投入６０８万元实施沙洛电站增效扩容等［１７］。

本文基于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遥感数据，应用像元二
分模型估算出乐安湿地保护区植被覆盖度，具有便

捷、适应性强等优势，但是由于植被类型、生长状况

和下垫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ＮＤＶＩｓｅｇ和 ＮＤＶＩｓｏｉｌ的
确定是成为像元二分模型反演植被覆盖度的关键，

虽然用置信域消除异常值的影响，但是仅是基于

ＮＤＶＩｓｅｇ和 ＮＤＶＩｓｏｉｌ这两个调节因子的线性拉伸，其
ＦＶＣ估算值与实测值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且本文

并未探究将混合像元分为等密度、非密度和混合密

度的亚像元的模型，因此还需对此模型做进一步探

索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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桤木无性系。本研究所得苗期测定结果，可与该批

次无性系苗木造林后的大田试验测定结果相结合，

对比苗期初选与后期生长测定结果，从而检验桤木

苗期优良无性系筛选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３）无性繁殖是林木遗传改良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将一个从育种程序中创造出来的优良基因

型用于无性繁殖时，才能获得较大的遗传增益［１０］。

因此，通常在杂交育种的基础上利用扦插、组培或体

细胞胚诱导等无性繁殖的方法推广优良杂交新品

种，营造生长一致、林相整齐、便于集约经营的工业

用材林［１１］。对苗期进行选择是对参试无性系进行

生长、适应性及抗性性状的全面评价，可大大减少造

林期选择的工作强度，因此苗期选择非常必要［１２］。

很多重要树种的无性系造林均开展了苗期选择，如

白桦、美洲黑杨［１，１３，１４］，早期选择是缩短林木育种周

期的有效途径［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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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贺超英，陈益泰．桤木种源苗期生长和固Ｎ能力的变异［Ｊ］．林

业科学研究，２００２，１５（６）：６８０～６８６．

［７］　周小玲．４个四川桤木品系苗木的生理生态机理研究［Ｄ］．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８］　陈清堤．杉木无性系造林对比试验及重复力估测［Ｊ］．林业调

查规划，２０１０，３５（６）：１４０～１４４．

［９］　周永学，苏晓华，樊军锋，等．引种欧洲黑杨无性系苗期生长测

定与选择［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２（１０）：１０２～

１０６．

［１０］　施季森，何祯祥．林木无性繁殖及其在遗传改良中的地位

［Ｊ］．世界林业研究，１９９４，（１）：２５～３０．

［１１］　齐明，何贵平，徐肇友，等．偏冠方式营建杉木种子园技术研

究［Ｊ］．宁夏农林科技，２０１３，５４（１０）：１９～２０．

［１２］　刘代亿，李根前．云南松优良家系及优良个体苗期选择研究

［Ｊ］．西北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４（４）：６７～７２．

［１３］　陈慧玲，张新叶，黄国伟，等．美洲黑杨杂交无性系苗期性状

联合选择［Ｊ］．西北林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３３（２）：８８～９３．

［１４］　茹广欣，张国栓，冯胜，等．黑杨无性系的苗期选择［Ｊ］．河南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３６（２）：１４３～１４６．

［１５］　赵曦阳，张志毅．毛白杨种内杂交无性系苗期生长模型构建

［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５）：１５～２１．

［１６］　安三平，王丽芳，王美琴，等．欧洲云杉无性系苗期选育［Ｊ］．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９（１２）：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６～１９．

（上接第４６页）
［４］　刘振波，刘杰．森林冠层叶面积指数遥感反演 －－以小兴安岭

五营林区为例［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７）：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５］　杨绘婷，徐涵秋，施婷婷，等．基于植被信息季节变换的植被覆

盖度变化———以福建省连江县为例［Ｊ］．应用生态学报：１－９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

［６］　贾坤，姚云军，魏香琴，等．植被覆盖度遥感估算研究进展［Ｊ］．

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８（７）：７７４～７８２．

［７］　布拖乐安地区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６

（５）：１～５８＋６１～６８．

［８］　桂林华，黄艳梅，王里程，等．四川乐安湿地恢复策略初探［Ｊ］．

四川林勘设计，２００７（３）：３９～４１．

［９］　李苗苗．植被覆盖度的遥感估算方法研究［Ｄ］．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遥感应用研究所），２００３．

［１０］　彭文甫，王广杰，周介铭，等．基于多时相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８影像的

岷江汶川 －都江堰段植被覆盖动态监测［Ｊ］．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９７５～１９８８．

［１１］　甘春英，王兮之，李保生，等．连江流域近１８年来植被覆盖度

变化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１，３１（８）：１０１９～１０２４．

［１２］　王晓江，胡尔查，李爱平，等．基于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的内蒙古大

青山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的动态变化特征［Ｊ］．干旱区资

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８（８）：６１～６５．

［１３］　岳丹，刘东伟，王立新，等．基于ＮＤＶＩ的乌梁素海湿地植被变

化［Ｊ］．干旱区研究，２０１５，３２（２）：２６６～２７１．

［１４］　宁龙梅，王华静．若尔盖高原湿地研究１０年回顾与展望［Ｊ］．

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２６）：１４５５２～１４５５４＋１４５５７．

［１５］　杨瑞瑞，易桂花，张廷斌，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若尔盖地区植被

覆盖度变化及气候因子驱动分析［Ｊ］．草业科学，２０１８，３５

（１２）：２８２２～２８３５．

［１６］　陈佳丽．若尔盖高寒高原植被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Ｄ］．四

川师范大学，２０１８．

［１７］　布拖县人民政府．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Ｄ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ｔ．ｇｏｖ．ｃｎ／ｂｔｘ／ｚｆｇｚｂｇ３１／４９１６８２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６－０３

－０４／２０１９－０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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