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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苗情长势

遥感动态监测方法研究
’

史定珊 毛留喜
举 带

河南省气象局
,

郑州 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

郑州    

植物的外在表现总是具有独特的光谱属性
。

因此作物的
“

苗 情长势
”

可以通过它们的光谱成分分析

和植物指数 绿度 间接地得到证实〔’〕。 本文根据冬小麦反射 光谱特性
,

利用一定条件下的

通道
,

一 卜 和通道
,

一 卜 数据
,

合成具有压抑较稳定

背景地物信息
,

突出冬小麦长势信息作用〔 , 〕的绿度比值 一 模式和归一化〔
,
一 一

,

」模式
,

研究解决了利用气象卫星遥感信息对大面积冬小麦苗情长势进行宏观 动态

监测的统一指标和时空可比等问题
。

并经多年实用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

遥感绿度值与冬小麦农学参数的关系

 遥感绿度的选择和处理

卫星遥感信息受其路径条件和地表状况的影响很大
,

本文选择晴空 无云 水平能见度
‘ ,

中午前后 北京时 时左右 的星下点 卫星视场角
。

资料
。

在  的接收过程

中
,

进行一系列校正和定位处理
,

为了快速地在生产实践中应用
,

还对
, , 。

模式的计算结果进 行

比例放大和等级代码转换
。

一般将
,

放大 倍
, 。

放大 倍
,

然后进行对应的多进制等级代码转换
,

与冬小麦农学参数的抽样统计 河南
,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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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原来的绿度值
,

变成可按象元输出的绿度等级  
。

冬小麦农学参数与遥感绿度

冬小麦农学参数是其苗情长势的具体表征
,

研究表明〔左 一 〕,

它们与
, ,

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一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

参加此项研究的还有 关文雅
、

楚国运
、

王军
、

谢晋英等同志 本项研究得 到原国家经委农业 局和河南省

人 民政府经费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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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

在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
,

进行不同绿度等级下的河南麦田对应取样观测资料证 实
, ,

绿度等级 设为 与群体密度
、

叶面积指数
、

干 物重 等 参数 统设为习 有

统计对数关系
。

即

式中
,

为待定系数
,

统计方程检验均显著 表
。

同理建立
,

绿度等级 与农学参数 的对应关系 从略
。

一般可写作

二

冬小麦苗情长势遥感动态监测绿度判据

分区分类冬小麦农学参数与正积温

随着地理
、

气候等环境条件的差异
,

各地小麦苗情长势的分类标准也不尽相同
,

因此需要根据其

生态环境划分监测同步区
。

综合农业气候区划成果和遥感分层结论
,

将河南省各生 态环境类型综合为

豫北
、

豫中
、

豫南 三个监测同步区
,

同时兼顾现有行政分界 考虑到县
,

以满足

应用
、

服务的需要 分区图从略
。

众所周知
,

大田小麦的苗情长势是气象
、

品种
、

土壤和耕作管理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 果
。

但

表 冬小麦农学参数与气象条件的分区分类统计 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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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群体密度与气象条件统计关系
(实线为 一类苗下限 ,

虚线为三类苗上限)
图 2 叶面积指数与气象条件统计关系

(说明同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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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来说
,

在监测同步区内
,

品种
、

土壤和一般耕作管理水平等年际I’ul 都不会有很大变化
,

其苗情长

势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播种 日期和气象条件上
。

因此选择了以平均播种期到观测日的> oo c 的正 积温这

一易于获取
,

且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稳定性的气象要素作为统计变量
,

将不同生育阶段对 应不 同绿度等

级下的农学参数
,

结合各地麦田分类
,

好 (一类)
、

中 (二类)
、

差 (三类) 进行统计
,

建立 一 类下限和

三类上限的二次方程式
。

即

劣 ‘
= a ‘

。

+
。‘: t + a ‘

:
‘

, 。

(
3
)

式中名为> 。℃的正积温 , a 。 ,
a : ,

内为待定系数;云表示小麦苗情长势分类 ;二同上
。

各区各类M d
,

L A I 与t的统计结果 (表 2 ) 表明
,

方程复相关系数大都在0
.
90 以上

,

F 检验达到 极显

著或显著水平
。

据上述方程式绘制某区小麦农学参数与正积温间的各类变化动态图
,

各个时期的苗情长势分类一

目了然 (图 1
,

2
)

。

2) 遥感绿度指标判据

将式 (3) 代入式(2) 即可得到利用N O A A /A V H R R 遥感G
工,

G

:

绿度等级 (I
, 、

I
。

)

,

对大面积冬小麦

苗情长势动态监测的指标判据
:

I ‘=
f (

劣‘
)

二
f (
a ‘。

+
a ‘:云+ a

‘:‘
,

) (
4

)

显然
,

据此判据对各区冬 小麦 苗情长势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是非常方便的
,

而且指标统一
,

时空可

比
。

对G
:
绿度等级I

:
则有

:

13二 A 于B ln 劣‘

二 A + B 【In (a
‘。

+
a ‘:才+ a

‘z
;
之
) 〕 ( 5)

3) 冬小麦苗情长势分类百分比

根据各区小麦播种到N O A A /A V H R R遥感监测日的> 0℃正积温
,

代人式 (4)
,

并经过分析和
“

微

调
” ,

得某绿度等级的冬小麦苗情长势分类指标
:
一类苗下限I(一 , ; 三类苗上限I(

三’; I (一 》、 I ‘三 , 之间的即

为二类苗
。

利用分类指标和各行政范围 (某地市或某县等) 的各绿度等级象元数 伽
‘
)

,

按下式可计

算得到一
、

二
、

三类苗百分比
。

即

RI %
一

会孙
\‘。。%

( 6 )

这里
,

N
二 艺叭

其中R l% 表示艺类麦田百分比;,
‘

表示么类象元数
;
N 为各类象元总数

。

当跨过同步区或计算全省冬小麦苗情长势各类百分比时
,

需要根据各区域 范围的面积 (或象元)权

重进行加权平均
。

3

.

结束语

在我国冬小麦主要产区之一的河南省
,

苗情长势监侧的分类
,

是各级领导 和有关部门进行冬小麦宏

观管理
、

分类指导的重要依据
。

1 9 8 5 年以来
,

利用N O A A /A V H R R遥感资料
,

对河 南各地 (市)
、

县苗

情长势动态监侧应用表明
,

一
、

二
、

三类苗情长势百分比与当地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结果吻合
,

且具有宏

观
、

动态
、

客观
、

经济等特点
,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

几年应用还表明
,

一般监测范围越宽广
,

其可信度越高多监侧区域地形越平坦
、.

种植越单一连片
,

监

侧效果越好
。

另外
,

小麦出苗分莫后至 4 月中旬前
,

由于此时河南地表绿色植被 多为小麦
,

其监测效果

比 4 月下旬万物复苏后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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