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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由于遥感的高数据量、易获取等特性，已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分布情况中，成为卫星遥感与农

业交叉领域的研究重点，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已开展的项目进行概括，借鉴其研究方法，为研究目标的

实现提供基础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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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high data volume and easy access characteristics of remote sensing, it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and agricultur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rop planting areas. This research first summarizes the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at home and abroad, learns from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vides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search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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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多时相遥感影像农作物种植面积的获取是通过卫星传感器获取地球表面的信息，以农学规律和原理

为基础，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将卫星传感器获取的地球表面的物理信息进行

数据校正及分类，以此来对农作物种植面积进行分类提取。目前，由于遥感具有高数据量和易获取等特

征，已经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分布情况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已开展的

项目进行概括，借鉴其研究方法，为研究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理论与方法。 

1.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商业部、农业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
istration)，在 1974~1977 间合作开展了立足于大面积作物产量估算的遥感提取实验(简称 LACIE)计划。

LACIE 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和研究美国所需求的可以用来快速、长期的检测世界粮食生产的技术方法，

从而方便美国开展更加便捷与快速的资源管理，同时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全球的作物产量状况的相关信

息等。它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应用卫星传感器发回地面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展生长状况与农作物种

植面积检测，并利用气象卫星获取的气象数据作为单产估算模型的主要变量。结果表明，利用卫星遥感

技术有助于改善作物产量估算和预测，从而提高大面积小麦单产预测的精度[1] [2]。1980~1986 年，上述

部门又合作开展了“农业和资源的空间遥感调查计划”，其出发点是研究分析美国所需要的检测全球粮

食生产的技术方法，对世界多个国家以及美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模型和种植面积进行分析，对作物

长势的评估、播种面积估算与产量进行预测，从而达到美国对资源管理和掌握全球作物产量有关信息的

要求。之后欧共同体于 1987 年开始施行 MARS 计划，该计划利用遥感技术对欧共同体各个国家的耕地、

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进行监测，并研究出欧共同体内部农业统计体系的新手段，成为能够实际应用的运

行系统[3]。 
不同作物种类的判别，主要依据两点：一是作物在近红外波段也就是 landsat5 TM 影像中的第四波段

(0.76~0.90 um)这个波段的最小值在 0.75 um 以上。第四波段可以很好的反映下垫面植被生物量，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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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作物有特比大的助益，近红外波段的反射主要受植物叶片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不同种类作物的叶

片内部结构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反射的波普也有一定区别；二是不同类型作物、不同区域间物候

的区别，可利用遥感影像信息的时相变化规律进行不同农作物类型的识别[4] [5]。Naquarmby 等人 1992
年利用混合像元线性解析方法，并应用 NOAA/AVHRR 气象卫星观测数据进行了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估测，

已经达到了 89%的精确度。Adams M L 等 1999 年以作物不同的物候历特征为基础，利用 9 景 HRVS/POT
影像提取六种不同作物种植模式的NDVI特征值的变化情况，精确提取了不同作物的种植面积[6]。Bannari 
A 在 2001 年利用多光谱遥感影像与微波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显著提高了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信息提

取的精度[7]。S. Fritz, M. Massart 等在 2008 年利用 MODIS-13 影像数据合成了 16D NDVI 特征值，用来

估算五种作物种植面积，并运用 4 个不同时序的的 ETM 影像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 MODIS-13 影像的

16 天 NDVI 特征值是适合人为大面积选取作物种类，Landsat ETM 影像通过连续的目视解译可以快速有

效的剔除农业用地以外的地块，并分辨出可能在某一时点被其他作物掩盖的目标作物，以此来提高农作

物识别的精确度。Christopher Conrad，Stefan Dech 等 2014 年 3 月利用 2009 年 RapidEye 影像对西乌兹别

克斯坦冬小麦种植面积进行了信息提取，其通过冬小麦收获前 NDVI 鲜明特点和夏季生长初期 NDVI 特
征使用五个时像，实现了对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的提取，整体精度为 85.7%，结果表明详细 NDVI 时间分

布可以有效的区分农业生产地区的作物种类。 

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在 1979 年由陈述彭先生开始倡导遥感估产，关于植被遥感最佳时相的选择，黎泽文和汪逢熙等

人提取各个品种棉花生育期中不同的农作物光谱曲线，选择了河南省北、中部棉花遥感识别的最佳时相

和地面模式的建立方法，结果表明选用六月底或七月上旬的陆地卫星 TM 资料，可以检测棉花[8]。2003
年潘志强等选取了 3 个不同时像的 TM 影像，计算不同时像的 NDVI 特征值，根据不同作物在不同时像

上 NDVI 的变化，提取出了黄河三角洲地区作物的种植分布区域[9] [10] [11]。根据 MODIS 数据红外和

近红外波段对农作物进行动态检测，根据不同作物具有的不同的生育期，NDVI 特征值的时序变化规律

提取了冬小麦、春玉米、夏玉米、大豆等作物的种植面积，总体精度达到 95%以上[12]。利用 3 景不同

时像的 TM 影像，提取 NDVI 作为一个新的光谱特征波段，设计了决策树分类算法，结合辅助背景数据

和专家知识，成功提取黑龙江军川农场的大豆、玉米和水稻的种植信息，总体分类精度达到 85.87% [11]。
基于 TM/ETM+遥感影像数据和 13 幅时间序列的 MODISEVI 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生态分类法的监督分类

与决策树分类相结合的人机交互解译方法，进行了棉花、玉米、小麦、蔬菜 4 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提取[13] 
[14] [15]。 

2. 结论 

遥感影像的信息提取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目前正在快速的发展中,是遥感应用领域中数据挖掘与应

用的前沿，研究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的信息提取，可谓任重而道远[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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