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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冬小麦 ２个生长季高光谱反射率和覆盖度实测资料，基于回归分析方法建立 ４种植被指数反演植被覆

盖度模型，并对预测模型年际间的稳定性进行了验证。采用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对各植被指数反演植被覆盖度模

型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合对模型的残差分析得到了不同种植密度和氮肥施用量条件下各植被指数的适用性。结

果表明：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和改进的土壤调节指数 ＴＳＡＶＩ与冬小麦覆盖度采用抛物线拟合结果较好；修正的

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ＭＳＡＶＩ和增强型植被指数 ＥＶＩ与覆盖度符合线性关系。验证模型的决定系数略低于建模方

程，反演模型在年际间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能够满足覆盖度预测需要。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较 ＭＳＡＶＩ和 ＥＶＩ可更好

地解释本地区冬小麦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规律。在低到中覆盖度（０～６０％）条件下，如果当地土壤信息可获得，利用

植被指数 ＴＳＡＶＩ估算植被覆盖度变化规律表现出较好的敏感性和较高的估算精度。如果缺失土壤线资料，ＮＤＶＩ

能保证覆盖度的估算精度。在高覆盖度（６０％ ～１００％）条件下，可选用敏感性和精度均良好的植被指数 ＭＳＡＶＩ进

行估算。在水分供应充分的条件下，４种植被指数对作物种植密度和氮肥施用量均不敏感，可采用统一模型进行不

同种植密度和不同施氮量处理的冬小麦覆盖度估算研究，为利用植被指数快捷、准确地估算本地区区域植被覆盖

度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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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ｐ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ｅｄ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引言

植被覆盖度是指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单位

面积内的垂直投影面积所占百分比
［１］
，是反映陆地

表面植被生长动态变化的指标，也是影响地球系统

水、碳循环，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关键地学因

子
［２］
。随着研究的深入，植被覆盖度不仅可以定性

地监测评价局部甚至区域农、林作物生长健康状况，

还可以作为水文、气象、生态等研究领域许多定量模

型的关键输入参数进行定量分析
［３－４］

。

在测定植被覆盖度的方法中，遥感技术以其快

速、无破坏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基于植被指数建

立植被覆盖度的经验估算模型计算简单，且能结合

卫星影像资料进行区域尺度植被覆盖度的定量研

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５－７］

。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

指数是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其常用来估算作物的生理生态参
数，如覆盖度、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叶绿素含量、光

合有效辐射等
［８－１４］

。但研究发现 ＮＤＶＩ在低密度植
被覆盖条件下对土壤背景非常敏感，造成模型估算

的误差。为了降低土壤背景影响，Ｈｕｅｔｅ［１５］在 ＮＤＶＩ
计算公式基础上提出了考虑土壤类型的土壤调节植

被指数 ＳＡＶＩ（Ｓｏｉ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Ｑｉ
等

［１６］
考虑到土壤背景差异，提出了修正的土壤调节

植被指数 ＭＳＡＶＩ（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ｓｏｉ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Ｂａｒｅｔ［１７］基于土壤线能够很好地反映土壤
的光学特性，提出考虑土壤线斜率和截距的改进土

壤 调 节 指 数 ＴＳＡＶＩ（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ｓｏｉｌ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另一个缺点是在高覆盖度
下容易饱和，这除了红光通道容易饱和外，主要是基

于近红外与红光波段反射率比值 ＲＮＩＲ／ＲＲＥＤ的 ＮＤＶＩ
算式本身存在容易饱和的缺陷。增强植被指数 ＥＶＩ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通过加入蓝光波段反射
率，计算也并未采用 ＲＮＩＲ／ＲＲＥＤ比值形式，从而解决
了由此引起的植被指数容易饱和以及与实际植被覆

盖度缺乏线性关系的问题
［１８－１９］

。国内外学者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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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模型开展了深入的研

究
［２０－２２］

，建立了多个植被覆盖度的线性或非线性经

验模型
［２３－２７］

，而光谱反射率主要由植被的含水率和

下垫面的特性决定
［２８］
，利用遥感进行植被参数反演

时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种植密度、水肥等）的影响，

使模型的普适性差，若在大范围内使用则预测精度

降低。因而需要进行模型的敏感度分析评价及模型

在不同因素影响下的适用性研究
［２９－３２］

，得到区域性

的普适性模型。

本文在得到冬小麦不同覆盖度高光谱信息的基

础上，建立植被指数与覆盖度的经验模型，采用噪声

等效覆盖度误差对模型进行敏感度分析，结合决定

系数和估算误差进行精度比较，确定在不同覆盖度

水平下的最优植被指数估算模型，并验证估算模型

年际间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通过分析模型在不同因

素（作物种植密度、氮素施用量）作用影响下的估算

残差，得出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模型在不同种植密

度和不同氮素施用量条件下的适用性。

１　试验地概况和试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２个冬

小麦生长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部旱区农业水

土工程重点实验室灌溉试验站的农田进行，试验地

东经１０８°０４′０７″，北纬 ３４°１７′４５″，海拔 ５２１ｍ，土壤
质地为中壤土，有机质含量较高。１ｍ土层平均田
间含水率为２３％ ～２５％，凋萎含水率为８５％（以上
均为质量含水率），平均干容积密度为 １４４ｇ／ｃｍ３。
耕层土壤（０～２５ｃｍ）基本肥力（质量比）：土壤有机
质 １５２８ｇ／ｋｇ，全氮０８７ｇ／ｋｇ，全磷０７４ｇ／ｋｇ，全钾
１７６４ｇ／ｋｇ，速效磷 ８０５ｍｇ／ｋｇ，硝态氮 ８５３２ｍｇ／ｋｇ。
试验期间冬小麦全生育期降水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为
２４７５ｍ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为２１６６ｍｍ。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不同种植密度冬小麦大田试验

供试作物冬小麦品种为小偃 ２２号。施肥水平
与该地区大田施肥水平一致（纯氮 ２５６５ｋｇ／ｈｍ２，
Ｐ２Ｏ５２４０ｋｇ／ｈｍ

２
，播种时一次全部施入）。播种密

度作为试验因子，综合考虑试验区生产实践经验，设

置３个播种密度，分别为稀播（２１３万株／ｈｍ２）、适宜
播种密度（３４５万株／ｈｍ２）、密播（４６０万株／ｈｍ２）。
试验小区６ｍ×５ｍ，行距２５ｃｍ，设３个重复。
１２２　不同氮素水平冬小麦大田试验

供试作物冬小麦品种为小偃 ２２号，播种对应
密度处理中的适宜播种密度（３４５万株／ｈｍ２）进行。
试验设 ４个氮素施用水平，分别为 ０、８０、１６０、

２４０ｋｇ／ｈｍ２纯氮（对应处理编号 Ｎ０、Ｎ１、Ｎ２、Ｎ３），
Ｐ２Ｏ５为２４０ｋｇ／ｈｍ

２
，播种时一次全部施入。试验为

随机区组排列，试验小区 ３ｍ×４ｍ，行距 ２５ｃｍ，
设３个重复。

不同种植密度、不同氮素水平冬小麦大田试验

的灌水参考试验区的充分灌溉制度并结合当地生产

实践经验进行，在冬小麦越冬期、拔节抽穗期和灌浆

成熟期分别灌水 ７５ｍｍ，保证冬小麦生育期内的水
分充分供应。

１３　试验方法
利用植被指数方法估算植被覆盖度是基于不

同波段组合的反射率与植被覆盖度之间存在稳定

的相关关系。为了达到试验目的，需要进行裸土

及不同覆盖度水平下的冬小麦的高光谱地面测

量，得到相应的高光谱信息，进行不同波段组合得

到植被指数；同时利用照相法提取冬小麦植被覆

盖度信息。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估算模型并进

行分析评价。

１３１　冬小麦高光谱测量
选择天气晴朗、无风或者风级小于１时，于北京

时间１１：００—１３：００（太阳高度角大于４５°）进行冬小
麦高光谱测定。光谱仪为美国 ＡＳＤ便携式野外光
谱仪（ＡＳ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ＨａｎｄＨｅｌｄ），光谱仪波长为３２５～
１０７５ｎｍ，光谱分辨率３５ｎｍ，光谱采样间隔１６ｎｍ，
视场角 ２５°。在冬小麦 ２个生长季返青期、拔节期、
抽穗期、灌浆期、成熟期分别进行光谱测量（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在返青期和拔节期做了 ２次补充测定）。各
处理测定前、后进行参考板校正，测量时传感器探头

垂直向下，距冠层垂直高度约 １ｍ。每个处理光谱
值重复采集 １０次，把 １０组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样
区最终光谱反射率。

１３２　裸土光谱信息提取
地面土壤的光谱反射率，因土壤粗糙度、湿度、

有机质含量、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等因素的影响而

变动。然而，对同一种土壤，在相同的红光和近红外

波段组合的二维平面直角坐标中，该土壤不断变化

的反射率会形成一特定的土壤线
［３３］
。它能较好地

描述该土壤类型的光学特性
［３４］
。本试验分别在冬

小麦苗期灌水前后、收获后进行了裸土光谱反射率

的测定，基本涵盖了生育期内土壤干湿及粗糙度等

情况，确定了本地区土壤线的函数关系（图 １），同时
也明确了本文的土壤背景环境信息，为计算植被指

数 ＴＳＡＶＩ提供了相关参数。
１３３　冬小麦覆盖度信息提取

冬小麦覆盖度信息采用照相法获得（数码相机

为索尼 ＤＳＣ Ｗ１７０型），为保证所测覆盖度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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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试验区土壤近红外和红光反射率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ｎｄ

ｒ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ｔｅｓｔｓｉｔｅ
　
光谱测量范围相对应，在拍摄前放置一铁圈，铁圈大

小尽量和光谱仪的视场范围一致。拍摄时相机垂直

向下，保证整个铁圈在拍摄范围内。冬小麦覆盖度

的求算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中进行，以冬小麦所占像素
数与整个铁圈范围内的像素数之比作为覆盖度。

冬小麦实测覆盖度数据构成：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低到中覆盖度（０～６０％）占数据总量的 ４４７５％，中
到高覆盖度（６０％ ～８０％）占数据总量的 ３５９１％，
高覆盖度（８０％ ～１００％）占数据总量的 １９３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低到中覆盖度（０～６０％）占数据总
量的１６２８％，中到高覆盖度（６０％ ～８０％）占数据
总量的４９３０％，高覆盖度（８０％ ～１００％）占数据总
量的３４４２％。
１３４　植被指数选取

本文拟选取的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
和 ＥＶＩ适合田间试验研究，且均能利用卫星遥感数
据波段进行计算，并能进行区域尺度的植被覆盖度

的估算。ＮＤＶＩ［８］、ＭＳＡＶＩ［１６］、ＴＳＡＶＩ［１７］和 ＥＶＩ［１９］植
被指数计算公式分别为

ＶＮ＝
Ｎ－Ｒ
Ｎ＋Ｒ

（１）

ＶＭ＝
２Ｎ＋１－ （２Ｎ＋１）２－８（Ｎ－Ｒ槡 ）

２
（２）

ＶＴ＝
ａ（Ｎ－ａＲ－ｂ）
Ｒ＋ａＮ－ａｂ

（３）

ＶＥ＝２５
Ｎ－Ｒ

１＋Ｎ＋６Ｒ－７５Ｂ
（４）

式中　ＶＮ、ＶＭ、ＶＴ、ＶＥ———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ＥＶＩ
植被指数

Ｒ、Ｎ、Ｂ———红光、近红外和蓝光波段反射率
ａ、ｂ———土壤线的斜率和截距，取 ａ＝１２４３，

ｂ＝１６２５

１３５　敏感度分析
决定系数 Ｒ２和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是模型精度

评价的重要参数，能反映估算值偏离最优拟合模型

的程度，在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经验模型的比较分

析中普遍采用
［２１－２２，２５］

。但研究发现它们在非线性

模型评价上可能会出现误导，在线性与非线性模

型之间对比情况下 Ｒ２和 ＲＭＳＥ不再适用［３５］
，鉴于

此，本文在 Ｒ２和 ＲＭＳＥ模型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
合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 ＮＥ进行不同植被指数反演
覆盖度模型的敏感度分析，对模型的适用性给出

了更全面合理的分析评价。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

计算式为

ＮＥ＝
ＲＭＳＥ（ＶＩ，Ｆｃ）

ｄＶＩ
ｄＦｃ

（５）

式中　ＶＩ———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和 ＥＶＩ４种植被
指数之一

Ｆｃ———植被覆盖度
ｄＶＩ／ｄＦｃ———植被指数关于覆盖度最优拟合

模型的一阶导数

ＲＭＳＥ（ＶＩ，Ｆｃ）———植被指数关于覆盖度最
优拟合模型的估算误差

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 ＮＥ值越小，植被指数随覆
盖度变化越敏感，则该植被指数反演植被覆盖度效

果越好。通过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可以对整个生

育期不同拟合形式植被指数模型进行比较
［３６－３８］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被覆盖度的估算模拟
２１１　植被指数与覆盖度的关系

由植被指数和覆盖度关系图（图 ２）可以看出，
随着植被覆盖度增加，植被指数增加幅度减小，直至

趋向一条直线，用抛物线形式拟合结果较好，这与

Ｐｕｒｅｖｄｏｒｊ等［２１］
的研究一致。从低覆盖度到中覆盖

度水平，ＮＤＶＩ、ＴＳＡＶＩ与植被覆盖度均有显著的敏
感性。随着覆盖度增加（Ｆｃ＞６０％），敏感性迅速下
降直至达到饱和。如果把随着覆盖度增加植被指数

不再增加的覆盖度定义为植被指数饱和点，可通过

对拟合函数求导得到。即 ＮＤＶＩ在覆盖度 Ｆｃ＝
９４１７％达到饱和，ＴＳＡＶＩ在覆盖度 Ｆｃ＝９１６９％达
到饱和，考虑到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差异，在达到

饱和点时的植被指数估算模拟值的基础上减去模型

估算误差再代入拟合模型反算即可得到：在覆盖度

Ｆｃ＝７０７２％，ＮＤＶＩ即 有 可 能 达 到 饱 和；Ｆｃ ＝
６９３２％时，ＴＳＡＶＩ可能达到饱和。
　　ＭＳＡＶＩ和 ＥＶＩ与植被覆盖度则表现为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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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植被指数（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ＥＶＩ）和覆盖度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系，随着植被覆盖度增加，植被指数敏感性保持稳定

不变；但散点分布从稀疏植被到高覆盖度有离散的

趋势。

图 ３　２个生长季冬小麦不同植被指数（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ＥＶＩ）反演植被覆盖度预测值与实测值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ＶＩ　（ｂ）ＭＳＡＶＩ　（ｃ）ＴＳＡＶＩ　（ｄ）ＥＶＩ

　

２１２　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模型的建立
基于２１１节分析确定的植被指数与覆盖度的

关系类型，结合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小麦生育期实测数
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原理确定了各植被指数反演覆

盖度模型参数，建立的 ４种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经
验模型分别为

　ＶＮ＝－９２６×１０
－５Ｆ２ｃ＋００１７６Ｆｃ＋００９６２ （６）

ＶＭ＝０００８Ｆｃ＋００４８９ （７）

ＶＴ＝－００００１Ｆ
２
ｃ＋００２１Ｆｃ－００５２４ （８）

ＶＥ＝０００７９Ｆｃ＋００７９８ （９）

根据经验模型反算可得到不同植被指数反演覆

盖度的模拟值，由冬小麦植被覆盖度预测值与实测

值回归关系（图 ３）和评价统计指标（表 １）可知，
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ＥＶＩ反演覆盖度经验模型实
测值和预测值间相关方程的斜率分别为 ０９８０７、
０９９７２、０９８１５和１００９７，决定系数 Ｒ２为０９０１２、
０８５３８、０９０２７和 ０８４２７，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为
８１２％、８６０％、７５０％和 ８９２％，平均相对误差
ＡＲＥ为 －０７３％、１１３％、０２７％和 １２９％。因此，
４种植被指数均能够有效模拟本地区冬小麦植被覆
盖度的变化规律。

２１３　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模型的验证
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冬小麦生育期实测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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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植被指数经验模型进行了验证。由冬小麦植被覆

盖度预测值与实测值回归关系（图３）和评价统计指
标（表１）可知，ＮＤＶＩ、ＭＳＡＶＩ、ＴＳＡＶＩ、ＥＶＩ反演覆盖
度经验模型实测值和预测值间相关方程的斜率分别

为０９６２５、１０１７４、０９７６１和１０３２６，决定系数Ｒ２

为０６５６３、０５１９９、０７１６９和０４７８９，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为 ９１９％、９７５％、８３１％和 １０１２％，平均
相对误 差 ＡＲＥ为 ３９３％、－５３６％、３５４％ 和
－７２９％。各植被指数模拟覆盖度和实测覆盖度均

匀分布在１∶１线附近，没有明显的高估或低估现象
出现（相关方程斜率接近 １，且平均相对误差 ＡＲＥ
值较小）。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能够较 ＭＳＡＶＩ
和 ＥＶＩ更好地解释本地区冬小麦植被覆盖度的变
化规律。虽然预测值和实测值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较建模方程的决定系数有所降低，但 ４种植被指数
在 ｐ＝００１置信度水平上均达到了显著相关，反演
模型在年际间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能够满足覆盖

度预测需要。

表 １　２个生长季冬小麦不同植被指数反演植被覆盖度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

年份 植被指数 相关方程 Ｒ２ ＲＭＳＥ／％ ＡＲＥ／％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ＮＤＶＩ Ｆｃ，ｐ＝０９８０７Ｆｃ，ｏ ０９０１２ ８１２ －０７３

ＭＳＡＶＩ Ｆｃ，ｐ＝０９９７２Ｆｃ，ｏ ０８５３８ ８６０ １１３

ＴＳＡＶＩ Ｆｃ，ｐ＝０９８１５Ｆｃ，ｏ ０９０２７ ７５０ ０２７

ＥＶＩ Ｆｃ，ｐ＝１００９７Ｆｃ，ｏ ０８４２７ ８９２ １２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ＮＤＶＩ Ｆｃ，ｐ＝０９６２５Ｆｃ，ｏ ０６５６３ ９１９ ３９３

ＭＳＡＶＩ Ｆｃ，ｐ＝１０１７４Ｆｃ，ｏ ０５１９９ ９７５ －５３６

ＴＳＡＶＩ Ｆｃ，ｐ＝０９７６１Ｆｃ，ｏ ０７１６９ ８３１ ３５４

ＥＶＩ Ｆｃ，ｐ＝１０３２６Ｆｃ，ｏ ０４７８９ １０１２ －７２９

　　注：Ｆｃ，ｐ为植被指数覆盖度预测值；Ｆｃ，ｏ为覆盖度实测值； 表示在 ｐ＝００１置信度水平上显著相关。

图 ４　冬小麦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的敏感性分析

Ｆｉｇ．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ｅｓｔｅｄ

ｔｏ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２２　模型敏感度结果分析
由敏感度分析图（图 ４）可以看出，植被指数与

覆盖度敏感性变化趋势可分为２类。第１类是基于
最优拟合函数为抛物线形式的植被指数，随覆盖度

增加，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缓慢增加且处在较低水

平（敏感性较高），达到一定阈值（Ｆｃ＞６０％）后，噪
声等效覆盖度误差迅速增大，敏感性变差，这与

２１１节结果分析一致。第 ２类是基于最优拟合函
数为直线形式的植被指数，随覆盖度增加，噪声等效

覆盖度误差保持不变（敏感性不随覆盖度变化而变

化）。比较 ２类植被指数，在覆盖度小于 ６０％，第
１类植被指数（ＮＤＶＩ、ＴＳＡＶＩ）关于植物覆盖度的噪
声等效覆盖度误差低于第 ２类植被指数（ＭＳＡＶＩ、
ＥＶＩ），即与覆盖度变化的敏感性明显优于第 ２类植
被指数，拟合模型比较适用。当植被覆盖度大于

６０％时，随着第 １类植被指数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
迅速上升，第２类植被指数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能
够较好地反映覆盖度的变化规律。另外可以看出

２类植被指数之间（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ＭＳＡＶＩ和 ＥＶＩ）
的敏感度差异均不很显著。

２３　不同密度、氮素处理条件下模型适用性评价
通过对不同种植密度、不同氮素处理的植被指

数反演覆盖度模型的残差分析（表 ２）发现，不同种
植密度、不同氮素处理条件下，４种植被指数反演植
被覆盖度模型的估算残差并没有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说明了由红光、近红外和蓝光波段组合而成
的植被指数在充分供水情况下不易受到作物种植密

度、施氮量因素的干扰，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这与李

存军等
［３２］
的研究结果不大相符，可能是由于冬小麦

品种和土壤质地不同，其叶片色素含量、植被结构和

含水率以及对土壤氮素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使得

土壤含氮量和种植密度因素对模型的扰动性降

低
［３２，３９］

。这意味着在进行充分供水的冬小麦植被

覆盖度的估算时，这些植被指数可以直接适用在不

同密度、不同施氮量水平的情况下，而不需要进行模

型的进一步参数化和率定工作。

３　结论

（１）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表明抛物线拟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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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种植密度、施氮量水平下基于不同植被

指数的植被覆盖度反演模型估算残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植被指数 因素 水平 均值 方差 Ｆ Ｐ

稀播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７

密度处理 适播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７ ００５ ０９５５

密播 ００２２ ０１２５

ＮＤＶＩ Ｎ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３

氮素处理
Ｎ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８３ ０４８３
Ｎ２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４

Ｎ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４

稀播 －００１０ ０１０４

密度处理 适播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３４ ０７１４

密播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５

ＥＶＩ Ｎ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０６

氮素处理
Ｎ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６

１１２ ０３４５
Ｎ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４

Ｎ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０

稀播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１

密度处理 适播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２ ０９８３

密播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５

ＴＳＡＶＩ Ｎ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２

氮素处理
Ｎ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２

０４６ ０７０８
Ｎ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５

Ｎ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２

稀播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９

密度处理 适播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４ ０３２ ０７３０

密播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３

ＭＳＡＶＩ Ｎ０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９

氮素处理
Ｎ１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６

１１６ ０３２９
Ｎ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８

Ｎ３ ００２２ ０１２５

既能定性描述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与植被覆盖
度间的关系，也能较好地进行植被覆盖度的定量分

析。利用抛物线函数的渐近线关系估算了植被指数

的饱和点，发现 ＴＳＡＶＩ比 ＮＤＶＩ更容易达到饱和。
而植被指数 ＥＶＩ和 ＭＳＡＶＩ与覆盖度的最优拟合模

式为直线模型，不存在高覆盖度区容易饱和的问题。

通过对各植被指数预测模型的验证分析，发现植被

指数 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能够较 ＭＳＡＶＩ和 ＥＶＩ更好地
解释本地区冬小麦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规律。虽然各

植被指数反演覆盖度模型验证的预测值和实测值回

归方程的决定系数较建模方程的决定系数有所降

低，但在 ｐ＝００１置信度水平上均达到了显著相关，
反演模型在年际间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能够方便

且可靠地进行该地区覆盖度的预测。

（２）低覆盖度条件下，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和 ＴＳＡＶＩ
能够更好地反演作物覆盖度变化规律

［２１］
。本文通

过对不同植被指数拟合覆盖度模型的敏感度分析给

出了合理解释并确定了本地区临界覆盖度的参考

值。植被指数 ＴＳＡＶＩ、ＮＤＶＩ在覆盖度小于 ６０％时，
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较低，能较好地反映覆盖度的

变化；而当覆盖度大于 ６０％后，植被指数 ＴＳＡＶＩ、
ＮＤＶＩ噪声等效覆盖度误差逐渐增大，在达到饱和
点后，明显高于植被指数 ＭＳＡＶＩ、ＥＶＩ，此时植被指
数 ＭＳＡＶＩ、ＥＶＩ随覆盖度变化敏感性较强，适合模拟
覆盖度的变化规律。临界覆盖度为６０％与文献［１］
关于小麦冠层光谱反射率与覆盖度响应关系分析结

果一致，临界覆盖度反映的是作物本身的生长发育

和植被结构等信息对光谱反射率的响应特性，受区

域、环境等外界因素影响不明显。

（３）在充分供水条件下，利用植被指数估算冬
小麦植被覆盖度时，各植被指数对种植密度和施氮

量差异影响并不敏感，可以直接适用于不同密度、不

同施氮量水平情况下，而不需要预先了解作物种植

密度、施氮量情况再对模型进行参数校正。这个结

果是比较可喜的，为利用植被指数方便、准确地估算

本地区区域植被覆盖度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需

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结论是在本地区充分供水条件

下生长的冬小麦数据基础上得到的，而在不同水分

条件下，或是水分耦合肥料、密度等条件下利用植被指

数反演植被覆盖度模型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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