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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构建能够反映作物长势的综合性指标以及准确估测作物产量，采用粒子滤波算法同化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

模型模拟和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反演的叶面积指数（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 ０～２０ｃｍ土壤含水率，获取

冬小麦主要生育期以天为尺度的变量同化值，分析不同生育时期的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同化值与实测单

产的相关性，并应用熵值的组合预测方法确定不同状态变量影响籽粒产量的权重，进而生成综合性指数，并分析其

与实测单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同化值和田间实测值间的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以及平均相对误差（Ｍｅ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ＭＲＥ）均低于这些变量模拟值和实测值间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说明数据同化方法提高了时间序列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的模拟精度。基于不同状态变量的权重生

成的综合性指数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大于单个变量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基于综合性指数构建小麦单产估测

模型，其估产精度（Ｒ２＝０７８，ＲＭＳＥ为３３０ｋｇ／ｈｍ２）分别比基于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建立模型的估产精度

显著提高，表明构建的综合性指数充分结合了不同变量在作物估产方面的优势，可用于高精度的冬小麦单产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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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引言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产量 ９５％
以上源于光合作用，而地上生物量是小麦光合作用

的最终产物，与籽粒产量形成密切相关，因此，区域

尺度小麦地上生物量的估算能够为籽粒产量的估测

和预测提供重要依据。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遥感技术获取

地表植被信息和相关参数，逐渐成为实时大面积反

演地上生物量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
［１－２］

。然而，

遥感观测受时间分辨率限制，不能对作物生长状况

进行连续监测。作物生长模型能够对作物整个生

长、发育生理过程进行数学描述，在充分考虑环境因

素影响的基础上，逐日模拟作物生长发育情况。因

此，利用数据同化方法将两者进行优势互补，将作物

生长模型引入遥感估产，是促进大面积作物长势监

测和产量估测向机理化和精确化方向发展的有效途

径。

除地上生物量外，叶面积指数（ＬＡＩ）和土壤水
分均与籽粒产量密切相关。其中，ＬＡＩ代表作物截
获太阳辐射进行二氧化碳同化和干物质积累的能

力，是评估籽粒潜在产量的重要指标。同时，利用遥

感数据能够准确反演 ＬＡＩ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信
息。因此，很多研究基于遥感观测 ＬＡＩ以估测作物
产量

［３－５］
。此外，土壤有效水分的变化是引起作物

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准确估测区域土壤含水率对

作物长势监测和产量估测、预测至关重要
［６］
。ＩＮＥＳ

等
［７］
应用集合卡尔曼滤波算法同化 ＡＭＳＲ Ｅ土壤

水分、ＭＯＤＩＳ ＬＡＩ和 ＣＥＲＥＳ Ｍａｉｚｅ模型估测美国
爱荷华州的玉米单产，结果表明，在一般或干旱状况

下，同时同化 ＬＡＩ和土壤水分比单独同化 ＬＡＩ或土
壤水分明显提高了估测和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解

毅等
［８］
对比了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不同变量和作

物单产的相关性，以选取各生育时期的最优变量，并

得出各生育时期同化和产量相关性较大变量的估产

精度高于同时同化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水分的
估产精度，但该研究未定量化地描述小麦不同生育

时期不同变量影响籽粒产量的权重。李艳等
［９］
通

过确定小麦不同生育时期干旱对产量的影响权重，

从而 计 算 加 权 条 件 植 被 温 度 指 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ＶＴＣＩ），结果表明，加权
ＶＴＣＩ和小麦单产密切相关，但未考虑不同因素对籽
粒产量的影响。

本文应用粒子滤波（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ＰＦ）算法同化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模拟和遥感数据反演的冬小麦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β）以及 ０～２０ｃｍ土壤含水率
（θ），获取以天为尺度的 ＬＡＩ、β和 θ同化值。分析
小麦不同生育时期的 ＬＡＩ、β和 θ分别与实测单产的
相关性，进而利用熵值的组合预测方法分别计算

ＬＡＩ、β和 θ影响籽粒产量的权重，进而生成一个能
够有效反映小麦生长状况的指数。基于综合性指数

和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构建小麦单产估测模型，同

时检验其对提高作物估产精度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田间实测数据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冬小麦生长季，在陕西省关中

平原选取１２～１５个典型的冬小麦种植区域作为研
究样点，并分为灌溉和旱作样点（图 １）。根据关中
平原冬小麦的实际生长状况，将主要生育时期划分

为返青期、拔节期、抽穗 灌浆期和乳熟期。在小麦

生长的拔节期和抽穗期实测样点的 ＬＡＩ、β和 θ数
据，并观测小麦生长状况和调查田间管理数据

［１０］
；

在小麦成熟期通过干燥称量的方法实测籽粒单

产
［８］
。

图 １　研究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１２　数据同化
１２１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能够以天为时间步长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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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生长发育、产量形成、氮碳水平衡过程等
［１１－１２］

，

其输入参数包括：气象数据、土壤参数、田间管理数

据和作物遗传参数。气象数据通过分布在关中平原

的４３个气象站点观测获得；土壤参数和田间管理数
据通过田间实测和调查得到；此外，应用实测 ＬＡＩ、
β、θ数据和籽粒单产以及实际收获日期对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的作物遗传参数进行标定，并对标定结
果进行检验

［８］
。

１２２　遥感数据
由于云的干扰、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卫星

故障以及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卫星在２０１３年的成功发射，研
究中仅获取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小麦主要生育期覆
盖关中平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影像（表１）。

表 １　在 １２６／０３６、１２７／０３６和 １２８／０３６卫星轨道获取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ｏｒｂｉｔｓ１２６／０３６，

１２７／０３６ａｎｄ１２８／０３６

卫星 轨道号 影像获取时间

１２６／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５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１２７／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３ １６

１２８／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２ １９ 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８ 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６

１２６／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３ １７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４ 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１２７／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２ ２０

２０１４ ０４ 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８

２０１４ ０５ １１

２０１４ ０３ ２４

　

１２８／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０３ 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２ ２０１４ ０５ １８

　　对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进行预处理，具体包括辐射定
标、大气校正和几何校正过程。然后，利用近红外和

红光波段反射率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采用王维等［１３］

和解毅等
［８］
反演 ＬＡＩ和 β的方法，并结合样点反演

的 ＮＤＶＩ和田间实测的 ＬＡＩ、β数据，分别构建区域
ＬＡＩ和 β的估算模型。解毅等［８］

基于遥感反演

ＮＤＶＩ和亮度温度（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Ｔ）的散
点图呈三角形区域分布的特征，提出了 ＶＴＣＩ的干
旱监测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干旱监测、预测以及土

壤水分反演
［１４］
。研究中基于关中平原冬小麦主要

生育期的 ＶＴＣＩ和０～２０ｃｍ土壤含水率间呈较强的
线性相关性

［１５］
，构建了 ＶＴＣＩ和 θ间的回归模型，进

而估算区域 θ。
根据关中平原土地利用调查结果，将研究区域

划分为建设用地及裸地、水体、林地（包括果园）和

冬小麦地。在３月上中旬，冬小麦进入返青期，小麦
叶片处于快速生长状态，植被光谱特征明显，在

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影像标准假彩色图像上容易识别冬小
麦种植区域；在３月下旬至５月上旬，冬小麦处于拔
节期至抽穗 灌浆期，叶片生长旺盛，容易区分小麦

地和非植被区域；在 ６月上旬，冬小麦处于成熟期，
叶片变黄，此时，园林地的植被光谱特征明显，在

ＯＬＩ影像假彩色图像上容易区分冬小麦地和林地。
本文选用监督分类法中的最大似然法并结合多时相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影像对关中平原进行分类［１０］
，提取

冬小麦种植区域，分类结果精度较高，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９。
１２３　粒子滤波算法

应用残差重采样粒子滤波算法同化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模拟和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反演的冬小麦
主要生育期的 ＬＡＩ、β以及 θ数据，粒子数设为 ２００。
根据 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等［１６］

和 ＢＩ等［１７］
的粒子滤波过

程，其分为预测和更新阶段：

预测：利用任意分布的随机噪声对第 ｋ时刻的
模拟状态变量（ｘｋ）进行扰动，生成粒子群 ｘ

ｉ
ｋ（ｉ＝１，

２，…，２００），然后，将 ２００个粒子代入非线性模型运
行至第 ｋ＋１时刻，得到模型预测状态 ｘｉｋ＋１。

更新：利用第 ｋ＋１时刻的 ｘｉｋ＋１、遥感观测

（ｙｋ＋１）以及初始重要性概率密度（ｑ（ｘ
ｉ
ｋ＋１｜ｘ

ｉ
ｋ，ｙｋ＋１））

计算各粒子的重要性权重（ｗｉ^ｋ＋１）。本文设 ｑ（ｘ
ｉ
ｋ＋１｜

ｘｉｋ，ｙｋ＋１）＝ｐ（ｘ
ｉ
ｋ＋１｜ｘ

ｉ
ｋ），其中，ｐ（ｘ

ｉ
ｋ＋１｜ｘ

ｉ
ｋ）表示先验概

率分布函数。然后，假定预测粒子偏离观测值的状

况符合正态分布，以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计算

ｗｉ^ｋ＋１为
［１８］

ｗｉ^ｋ＋１＝１／（２００ ２πＯｋ槡 ＋１）ｅｘｐ（－（ｘ
ｉ
ｋ＋１－ｙｋ＋１）

２／（２Ｏｋ＋１））

（１）

式中　Ｏｋ＋１———观测值的标准差
研究中将遥感观测 ＬＡＩ、β和 θ的标准差分别设

为１３％、１１％和８％。
１３　冬小麦单产估测
１３１　综合性指数的构建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冬小麦整个生育期

的 ＬＡＩ最大值（ＬＡＩｍａｘ）、β最大值（βｍａｘ）及 θ最大值

（θｍａｘ）设为７ｍ
２／ｍ２、１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和０４ｍｍ３／ｍｍ３。

相对 ＬＡＩ（ＬＲ）、相对 β（βＲ）和相对θ（θＲ）的计算方法

如：ＬＲ＝ＬＡＩ／ＬＡＩｍａｘ，βＲ＝β／βｍａｘ和 θＲ＝θ／θｍａｘ。然后，

分析小麦各生育时期的 ＬＲ、βＲ和 θＲ分别与实测单
产的线性相关性，并基于不同变量和单产间的相关

性，同时结合熵值的组合预测方法分别计算 ＬＲ、βＲ
和 θＲ影响籽粒产量的权重。基于熵值的组合预测

方法的计算过程为
［１９－２０］

：

（１）对于第 ｊ种单项预测方法、第 ｔ时刻的预
测，通过计算其实测值和预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

（ｅｊｔ），从而计算预测相对误差的比重（Ｐｊ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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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ｊｔ＝ｅｊｔ ∑
Ｎ

ｔ＝１
ｅｊｔ　（ｔ＝１，２，…，Ｎ；ｊ＝１，２，…，ｍ）

（２）
（２）计算第 ｊ种单项预测方法的预测相对误差

的熵值（ｈｊ）

ｈｊ＝－ｋ∑
Ｎ

ｔ＝１
ＰｊｔｌｎＰｊｔ　（ｋ＞０） （３）

（３）第 ｊ种单项预测方法的熵权（ｌｊ）的计算公
式为

ｌｊ＝（１－ｈｊ） ∑
ｍ

ｊ＝１
（１－ｈｊ） （４）

（４）根据在单项预测中预测误差序列的变异程
度越大，则其在组合预测中对应权重越小的原则，对

熵权进行变换

ｗｊ＝（１／ｌｊ） ∑
ｍ

ｊ＝１
（１／ｌｊ） （５）

根据 ＬＲ、βＲ和 θＲ的重要性权重生成能够反映
作物长势的综合性指数，即植被生物量水分指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ＶＢＭＩ），用 Ｖ表
示

Ｖｉ＝ｗＬｉＬＲｉ＋ｗβｉβＲｉ＋ｗθｉθＲｉ　（ｉ＝１，２，３，４）（６）

图 ２　冬小麦主要生育期的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同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ＬＡＩ，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ｔｍ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其中 ｗＬｉ＋ｗβｉ＋ｗθｉ＝１ （７）
式中　ｉ———主要生育期，即返青期、拔节期、抽穗

灌浆期和乳熟期

ｗＬｉ、ｗβｉ、ｗθｉ———ＬＲ、βＲ、θＲ的权重
１３２　估产模型的构建

分析冬小麦各生育时期的 Ｖｉ和实测单产间的
线性相关性，构建单生育时期的单产估测模型

Ｙｉ＝ａｉＶｉ＋ｂｉ （８）
利用熵值的组合预测方法计算不同生育期 Ｙｉ

的权系数（ｗ１～ｗ４），建立组合估产模型
Ｙ＝ｗ１Ｙ１＋ｗ２Ｙ２＋ｗ３Ｙ３＋ｗ４Ｙ４ （９）

应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小麦主要生育期以天为
尺度的 ＬＡＩ、β和 θ同化数据生成 ＶＢＭＩ时间序列数
据，然后结合实测籽粒单产，进而构建冬小麦单产估

测模型。将基于 ＶＢＭＩ估产模型的估测精度分别和
基于 ＬＡＩ、θ以及 β估产模型的精度进行对比，以检
验利用 ＶＢＭＩ对提高估产精度的影响。
１３３　区域单产估测

建立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反演 ＬＡＩ、β以及 θ和同期的
ＬＡＩ、β以及 θ同化值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从而将单
点尺度的 ＬＡＩ、β和 θ同化数据扩展到区域尺度［８］

。

基于归一化方法和 ＬＲ、βＲ及 θＲ在各生育期的权重
以生成区域 ＶＢＭＩ数据，然后将其代入模型（式（９））
并结合关中平原土地利用类型图以估测研究区域小

麦单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拟变量和同化变量的对比
将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模拟的和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反演的 ＬＡＩ、β、θ代入 ＰＦ算法，获取小麦主要
生育期的 ＬＡＩ、β和 θ同化数据，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灌
溉样点扶风县段家镇和旱作样点乾县石牛乡的同化

结果为例（图２）。总体上，无论是灌溉地还是旱地，
ＬＡＩ、β和 θ同化曲线均保持了模拟 ＬＡＩ、β和 θ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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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育时期的变化特征，同时，在遥感观测值的修正

下，同化的 ＬＡＩ、β和 θ更接近田间实测值。因此，
ＰＦ同化算法能够结合作物生长模型连续模拟的特
征和遥感实时观测的优势，进而改善 ＬＡＩ、β和 θ的
模拟效果。

采用田间实测数据分别计算模拟和同化 ＬＡＩ、
β、θ的 均 方 根 误 差 （ＲＭＳＥ）和 平 均 相 对 误 差
（ＭＲＥ），同时分析模拟和同化 ＬＡＩ、β和 θ分别与实
测数据的线性相关性（表 ２）。结果表明，同化 ＬＡＩ
比模拟 ＬＡＩ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分别降了 ０５５ｍ２／ｍ２

和１３５３％，且同化 ＬＡＩ和实测 ＬＡＩ的线性相关性
（Ｒ２＝０８８，Ｐ＜０００１）明显高于模拟 ＬＡＩ和实测
ＬＡＩ的线性相关性（Ｒ２＝０４１，Ｐ＜００５）；同化 β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小于模拟 β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同时，
同化 β和实测 β的相关性比模拟 β和实测 β的相关
性得到提高；同样，同化 θ和实测 θ的相关性明显高
于模拟 θ和实测 θ的相关性，且同化 θ的误差低于
模拟 θ的误差。综上所述，同化数据的精度明显高
于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模拟数据的精度，因此，进一
步分析 ＬＡＩ、β和 θ同化值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
并对不同变量进行赋权，以构建综合反映小麦生长

状况的指数。

表 ２　模拟值和同化值的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ＡＩ，βａｎｄθ

变量 ＲＭＳＥ ＭＲＥ／％ 决定系数 Ｒ２

模拟 ＬＡＩ ０９３ｍ２／ｍ２ ２１０８ ０４１

同化 ＬＡＩ ０３８ｍ２／ｍ２ ７５５ ０８８

模拟 β ９６１８９ｋｇ／ｈｍ２ ９９５ ０８７

同化 β ３７４６１ｋｇ／ｈｍ２ ６３７ ０９６

模拟 θ ００４２ｍｍ３／ｍｍ３ ９０４ ０５１

同化 θ ００２１ｍｍ３／ｍｍ３ ７６４ ０９４

　　注：００５显著水平；００１显著水平；０００１显著水平。

下同。

２２　构建估产模型
２２１　不同变量的赋权

将冬小麦主要生育期以天为尺度的 ＬＡＩ、β和 θ
同化值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ＬＲ、βＲ和 θＲ时间
序列数据。分别获取各生育时期的 ＬＲｉ、βＲｉ和 θＲｉ，即
各生育时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获取日期的 ＬＲ、βＲ 和 θＲ
值。利用回归分析法分别建立各生育时期的 ＬＲｉ、
βＲｉ和 θＲｉ与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然后基于不同模
型的估测单产的相对误差，应用熵值的组合预测方

法分别确定各生育时期的 ＬＲｉ、βＲｉ和 θＲｉ影响籽粒产
量的权重，即 ｗＬｉ、ｗβｉ和 ｗθｉ。将小麦各生育时期的
ＬＲｉ、βＲｉ和 θＲｉ与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关性进
行对比，在返青期，θ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

关性（Ｒ２＝０４０，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５２２ｋｇ／ｈｍ２）大
于 ＬＡＩ、β分别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关性
（Ｒ２＝０２５，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５８５ｋｇ／ｈｍ２；Ｒ２ ＝
０３０，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５６７ｋｇ／ｈｍ２），因而，θ影响
籽粒产量的权重（ｗθ１＝０３７）大于 ＬＡＩ（ｗＬ１＝０３３）
和 β（ｗβ１＝０３０）的权重，原因为返青期的田间灌溉
对籽粒产量影响较大，而此时的小麦叶片和地上生

物量均较小，不能准确反映小麦的生长状况。

在小麦拔节期，ＬＡＩ和实测单产间线性模型相
关性（Ｒ２＝０４７，Ｐ＜００１，ＲＭＳＥ为 ４９０ｋｇ／ｈｍ２）大
于β、θ分别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关性（Ｒ２＝
０４４，Ｐ＜００１，ＲＭＳＥ为５０５ｋｇ／ｈｍ２；Ｒ２＝０４６，Ｐ＜
００１，ＲＭＳＥ为 ４９８ｋｇ／ｈｍ２），ＬＡＩ影响籽粒产量的
权重（ｗＬ２ ＝０５４）大于 β（ｗβ２ ＝０２０）和 θ（ｗθ２ ＝
０２６）的权重。在抽穗 灌浆期，ＬＡＩ和实测单产间
的线性模型的相关性（Ｒ２＝０５４，Ｐ＜００１，ＲＭＳＥ＝
４６０ｋｇ／ｈｍ２）大于 β、θ分别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
型的相关性（Ｒ２＝０４９，Ｐ＜００１，ＲＭＳＥ为５１４ｋｇ／ｈｍ２；
Ｒ２＝０４２，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４８１ｋｇ／ｈｍ２），ＬＡＩ影
响籽粒产量的权重（ｗＬ３＝０３８）大于 β（ｗβ３＝０３４）
和 θ（ｗθ３＝０２８）的权重，这是因为，在拔节期至抽
穗 灌浆期，小麦叶片数量和质量迅速增加，ＬＡＩ呈
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在抽穗期，小麦叶片总数和

单片叶子的叶面积均达到最大，即 ＬＡＩ达到最大值，
能够充分反映小麦的长势。此外，拔节期 θ影响籽
粒产量的权重（ｗθ２ ＝０２６）大于 β的权重（ｗβ２ ＝
０２０），而抽穗 灌浆期 θ的权重（ｗθ３＝０２８）小于 β
的权重（ｗβ３＝０３４），原因为，拔节期小麦生长发育
的耗水量大，从而对水分的需求较高，此时小麦地上

生物量仍较低，随着小麦生长发育，抽穗 灌浆期的小

麦生物量增大，影响籽粒产量的权重也增大。

在乳熟期，β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关
性（Ｒ２＝０５２，Ｐ＜００１，ＲＭＳＥ为 ４６８ｋｇ／ｈｍ２）明显
大于 ＬＡＩ、θ分别和实测单产间的线性模型的相关性
（Ｒ２＝０３３，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５５１ｋｇ／ｈｍ２；Ｒ２ ＝
０３０，Ｐ＜００５，ＲＭＳＥ为 ５６５ｋｇ／ｈｍ２），因此，β影响
籽粒产量的权重（ｗβ４＝０３７）大于 ＬＡＩ（ｗＬ４＝０３２）
和 θ的权重（ｗθ４＝０３１），原因为，乳熟期的籽粒
产量在地上生物量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地上生物

量能够反映最终产量，此外，乳熟期小麦叶片变

黄，ＬＡＩ值较低，同时，小麦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求
量降低。

２２２　单产估测模型的建立
基于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 ＬＲ、βＲ和 θＲ的权重，

计算生成主要生育期的 ＶＢＭＩ时间序列数据。然
后，获取不同生育时期的 ＶＢＭＩ（Ｖｉ），即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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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获取日期的 ＶＢＭＩ值。分析各生育时期的 Ｖｉ和
实测单产间的线性相关性，构建单生育时期的单产

估测模型，并应用熵值的组合预测方法计算各生育

时期估产模型的权系数（ｗ（Ｙｉ））（表 ３）。将小麦各
生育时期的 ＶＢＭＩ、单一变量（ＬＲ、βＲ或 θＲ）分别与
实测单产间的线性相关性进行对比，各生育时期的

ＶＢＭＩ与实测单产的线性相关性明显大于 ＬＲ、βＲ和
θＲ分别与实测单产的线性相关性，尤其在拔节期和
抽穗 灌浆期，ＶＢＭＩ与实测单产的相关性达 ０００１

的极显著水平，比单个变量与实测单产的相关性显

著提高。同时，各生育时期基于 ＶＢＭＩ构建的估产
模型，其单产估测精度明显高于分别基于 ＬＲ、βＲ和
θＲ模型的估产精度，尤其在抽穗 灌浆期，基于

ＶＢＭＩ模型的 ＲＭＳＥ比基于单变量模型的 ＲＭＳＥ降
低了１１２～１６６ｋｇ／ｈｍ２。因此，通过确定不同生育时
期的 ＬＡＩ、β和 θ影响最终产量的权重构建的综合性
指数 ＶＢＭＩ，其反映小麦生长状况的能力得到提高，
和小麦单产的相关性显著增大。

表 ３　冬小麦各生育时期基于 ＶＢＭＩ的单产估测模型

Ｔａｂ．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ＢＭＩａｔｅａｃｈ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生育时期 单产估测模型 Ｒ２ ＲＭＳＥ／（ｋｇ·ｈｍ－２） ｗ（Ｙｉ）

返青期 Ｙ１（Ｖ１）＝１８３６７Ｖ１＋２１９０ ０６０ ４２９ ０２１

拔节期 Ｙ２（Ｖ２）＝１２９４３Ｖ２＋２０３１ ０６８ ３８３ ０２７

抽穗 灌浆期 Ｙ３（Ｖ３）＝１１７１６Ｖ３＋１１９５ ０７３ ３４８ ０３２

乳熟期 Ｙ４（Ｖ４）＝８３５７Ｖ４＋１６９０ ０５３ ４６１ ０２０

　　注：Ｙ１、Ｙ２、Ｙ３、Ｙ４表示估测单产（单位：ｋｇ／ｈｍ
２）。

　　此外，抽穗 灌浆期的 ＶＢＭＩ与实测单产间的线
性相关性（Ｒ２ ＝０７３，Ｐ＜０００１）最高，基于 ＶＢＭＩ
模型的估产精度（ＲＭＳＥ为 ３４８ｋｇ／ｈｍ２）也最高，因
而，其权系数最大（ｗ（Ｙ３）＝０３２），其后依次为拔节
期、返青期和乳熟期，说明在冬小麦关键生育时

期，抽穗 灌浆期对籽粒产量的形成最为关键，其

次为拔节期，返青期和乳熟期对籽粒产量的影响

相对较小。

基于单生育时期估产模型的权系数（表 ３）构建
基于 ＶＢＭＩ的组合估产模型，然后，应用熵值的组合
预测方法分别建立基于 ＬＲ、βＲ和 θＲ的组合估产模

型，并将其估产精度和基于 ＶＢＭＩ模型的精度进行
对比（表４）。基于 ＶＢＭＩ模型的估测与实测单产间
的线性相关性（Ｒ２＝０７８，Ｐ＜０００１）明显高于分别
基于 ＬＲ、βＲ和 θＲ模型的估测与实测单产间的线性
相关性，同时，基于 ＶＢＭＩ模型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比
基于单变量模型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分别降了 １０１～
１１８ｋｇ／ｈｍ２和１２６％ ～１６０％。此外，基于 θＲ模型
的估测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较高于基于 ＬＲ或 βＲ
模型的估测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性，而基于 βＲ模型
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较基于 ＬＲ或 θＲ模型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低。

表 ４　基于不同变量的组合估产模型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组合估产模型 Ｒ２ ＲＭＳＥ／（ｋｇ·ｈｍ－２） ＭＲＥ／％

Ｙ（ＶＢＭＩ）＝０２１Ｙ１（Ｖ１）＋０２７Ｙ２（Ｖ２）＋０３２Ｙ３（Ｖ３）＋０２０Ｙ４（Ｖ４） ０７８ ３３０ ４４９

Ｙ（ＬＡＩ）＝０１９Ｙ１（ＬＲ１）＋０２５Ｙ２（ＬＲ２）＋０３５Ｙ３（ＬＲ３）＋０２１Ｙ４（ＬＲ４） ０６２ ４４８ ６０９

Ｙ（β）＝０１４Ｙ１（βＲ１）＋０２３Ｙ２（βＲ２）＋０２８Ｙ３（βＲ３）＋０３５Ｙ４（βＲ４） ０６４ ４３１ ５７５

Ｙ（θ）＝０２５Ｙ１（θＲ１）＋０３３Ｙ２（θＲ２）＋０２７Ｙ３（θＲ３）＋０１５Ｙ４（θＲ４） ０６７ ４４２ ５９０

　　综上所述，基于 ＶＢＭＩ模型的小麦单产估测效
果最好，同时，分别基于 ＬＲ、βＲ和 θＲ模型的估产精
度相差不大。其原因为，ＬＡＩ、β和 θ从作物生长发
育的不同方面影响籽粒产量的形成，因此在单产估

测方面各有优缺点。其中，利用拔节至抽穗 灌浆期

的 ＬＡＩ估测小麦单产的精度较高，然而，返青期的
ＬＡＩ较低，不能准确反映小麦的生长状况，乳熟期的
小麦叶片变黄，ＬＡＩ降低，ＬＡＩ和籽粒产量的相关性
也降低。同理，返青期的 β较低，和最终产量的相关
性较小，但随着小麦生长发育，β逐渐增大，和最终

产量的相关性提高，尤其在乳熟期，籽粒产量在地上

生物量中的比重增大，β能够直接反映小麦产量。
由于返青期田间灌溉的影响，θ对最终产量形成的
影响较大，拔节期至抽穗 灌浆期小麦处于快速生长

状态，耗水量大，从而对水分的需求较高，但乳熟期

小麦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求量降低。基于各生育时

期不同变量对籽粒产量的影响权重建立的 ＶＢＭＩ，
能够充分结合 ＬＡＩ、β和 θ在估测小麦单产方面的优
势，同时弥补不同变量在估产方面的不足。在返青

期，降低 ＬＡＩ和 β的权重同时提高 θ的权重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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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ＭＩ，能够有效弥补返青期 ＬＡＩ、β和小麦单产相关
性较低的缺陷，同时考虑了不同因素对籽粒产量的

影响；在乳熟期，降低 ＬＡＩ、θ的权重并提高 β的权重
以生成 ＶＢＭＩ，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变量对最终产量
的影响程度。

２３　区域单产估测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反演变量和同期的变量同化

值间的线性回归模型，将单点尺度的 ＬＡＩ、β和 θ同
化结果扩展到区域尺度，并应用归一化方法得到区

域尺度的 ＬＲ、βＲ和 θＲ数据。基于各生育时期不同
变量的权重，生成不同生育时期的区域 ＶＢＭＩ数据，
将其代入基于 ＶＢＭＩ的组合估产模型，并结合关中
平原土地利用分类图估测研究区域小麦单产（图３），

同时分析小麦单产的区域分布特征。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关中平原中部（包括临潼县、富平县、三原县和泾

阳县等）小麦单产为４６０３～７９４６ｋｇ／ｈｍ２，平均单产
为６０３０ｋｇ／ｈｍ２；西部（包括凤翔县、岐山县、扶风县
和乾县等）小麦单产为４６５１～７８２４ｋｇ／ｈｍ２，平均单
产为６２２２ｋｇ／ｈｍ２；北部（包括耀州区、淳化县、永寿
县和铜川市等）单产为４５６７～７７９４ｋｇ／ｈｍ２，平均单
产为５７３１ｋｇ／ｈｍ２；东部（包括大荔县、蒲城县、合阳
县和澄城县等）单产为４５０３～７７２１ｋｇ／ｈｍ２，平均单
产为５６９８ｋｇ／ｈｍ２。因此，关中平原西部小麦平均
单产最高，其后依次为关中平原中部、北部和东部的

平均单产，该分析结果与关中平原冬小麦区域单产

的实际分布特征较一致。

图 ３　关中平原土地利用类型及冬小麦估测单产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ｓｉｎ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ｌａｉｎ
　

３　讨论

ＬＡＩ、土壤水分和地上生物量等状态变量均和
作物籽粒产量密切相关，国内外很多研究通过同化

遥感反演和作物生长模型模拟的 ＬＡＩ、土壤含水率
等，估测或预测区域作物产量，然而，很少有研究充

分考虑到同一变量在作物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籽粒

产量的影响不同，同时，相同作物生育时期不同变量

对籽粒产量的重要性也不同。因此，本文应用熵值

的组合预测方法分别确定冬小麦不同生育时期的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影响最终产量的权
重，进而生成能够从作物不同生长机理过程综合反

映作物生长状况的指数 ＶＢＭＩ。然后，基于 ＶＢＭＩ和
实测小麦单产间的线性相关性构建单产估测模型，

结果表明，基于 ＶＢＭＩ构建模型的单产估测精度明
显高于分别基于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构
建估产模型的精度。因此，ＶＢＭＩ指数有效结合了
ＬＡＩ、土壤含水率和地上生物量在估测作物产量方
面的优势，同时弥补了不同变量在估产方面的不足，

因而在作物估产研究领域对提高作物估产精度有重

要作用。

本研究仅获取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关中平原冬小

麦主要生育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影像，因
此缺少 ＶＢＭＩ指数在作物估产方面优势的多年验
证，此外，本文仅在陕西省关中平原对 ＶＢＭＩ指数的
估产精度进行了验证。因此，将 ＶＢＭＩ指数用于多
年以及多个研究区域（如华北平原）的小麦单产估

测，并进行估产精度的评价，将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

点。

４　结论

（１）ＬＡＩ、β以及 θ同化值和田间实测值间的相
关性比 ＬＡＩ、β以及 θ模拟值和实测值间的相关性显
著提高，ＬＡＩ、β以及 θ同化值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比模
拟值的 ＲＭＳＥ和 ＭＲＥ明显降低，表明利用同化算法
能够提高 ＬＡＩ、地上生物量和土壤含水率的模拟精
度。

（２）ＶＢＭＩ充分结合了 ＬＡＩ、β和 θ在作物单产
估测方面的优势，同时弥补了单变量在估产方面的

不足，因而，各生育时期的 ＶＢＭＩ和实测单产间的相
关性明显高于 ＬＡＩ、β和 θ分别与实测单产间的相关
性。基于小麦各生育时期的 ＶＢＭＩ数据建立的组合
估产模型，其单产估测精度高于基于 ＬＡＩ、β和 θ的
估产模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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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１２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１２．０４１．
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ｊｉａ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１２）：２７７－２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ＦＡＮＧＨＬ，ＬＩＡＮＧＳＬ，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ｅｔａｌ．Ｃｏｒｎ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ＳＭ ＣＥＲＥＳ Ｍａｉｚｅｍｏｄ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３０１１－３０３２．

４　黄健熙，李昕璐，刘帝佑，等．顺序同化不同时空分辨率 ＬＡＩ的冬小麦估产对比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
４６（１）：２４０－２４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１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３４．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ＬＩＸｉｎｌｕ，ＬＩＵＤｉｙｏ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ＬＡＩ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５，４６（１）：２４０－２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ＨＵＡＮＧＪＸ，ＳＥＤＡＮＯＦ，ＨＵＡＮＧＹＢ，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ＦＯＳＴ
ｍｏｄｅｌ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１６：１８８－２０２．

６　ＬＩＹ，ＺＨＯＵＱＧ，ＺＨＯＵ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ａｃｏｕｐｌ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ｉｎ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９１：１５－２７．

７　ＩＮＥＳＡＶＭ，ＤＡＳＮＮ，ＨＡＮＳＥＮＪＷ，ｅｔ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ｃｒｏｐ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１３８（６）：１４９－１６４．

８　解毅，王鹏新，王蕾，等．基于作物及遥感同化模型的小麦产量估测［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２０）：１７９－１８６．
ＸＩＥＹｉ，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ｎ，Ｗ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２０）：１７９－１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李艳，王鹏新，刘峻明，等．基于条件植被温度指数的冬小麦主要生育时期干旱监测效果评价———Ｉ．因子权重排序法和熵
值法组合赋权［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１３，３１（６）：１５９－１６３．

１０　解毅，王鹏新，刘峻明，等．基于四维变分和集合卡尔曼滤波同化方法的冬小麦单产估测［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１）：１８７－１９５．
ＸＩＥＹｉ，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ｎ，ＬＩＵＪｕ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４ＤＶＡＲ
ａｎｄＥｎＫＦ［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８７－１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ＪＯＮＥＳＪＷ，ＨＯＯＧＥＮＢＯＯＭＧ，ＰＯＲＴＥＲＣ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ＳＳＡＴ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３，１８（３－４）：２３５－２６５．

１２　宋明丹，冯浩，李正鹏，等．基于 Ｍｏｒｒｉｓ和 ＥＦＡＳＴ的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模型敏感性分析［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
４５（１０）：１２４－１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１０．０２０．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ｎ，ＦＥＮＧＨａｏ，ＬＩＺ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ＤＳＳＡＴ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Ｍｏｒｒｉｓ
ａｎｄＥＦ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１０）：１２４－１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王维，王鹏新，解毅，等．基于 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和遥感数据的土壤水分供给量反演［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
４６（９）：２８２－２８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９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９．０４１．
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ｎ，ＸＩＥＹｉ，ｅｔａ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ＲＥＳ Ｗｈｅａ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９）：２８２－２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ＰＥＮＧＪ，ＬＯＥＷ Ａ，ＺＨ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ａ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６，５４（１）：５５８－５６６．

１５　ＳＵＮＷ，ＷＡＮＧＰＸ，ＺＨＡＮＧＳＹ，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ｒｏｕｇｈ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ｌａｉｎ，ＰＲ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９（１７－１８）：５１３３－５１４４．

１６　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Ｋ，ＪＵＤＧＥＪ，ＧＲＡＨＡＭＷ Ｄ，ｅ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１，３４（４）：４３３－４４７．

１７　ＢＩＨＹ，ＭＡＪＷ，ＷＡＮＧＦＪ．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５，８（２）：４４７－４５９．

１８　王鹏新，孙辉涛，解毅，等．基于 ＬＡＩ和 ＶＴＣＩ及粒子滤波同化算法的冬小麦单产估测［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４）：２４８－２５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４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４．０３３．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ｎ，ＳＵＮＨｕｉｔａｏ，ＸＩＥＹｉ，ｅｔ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ＬＡＩａｎｄＶＴＣＩ［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４）：２４８－
２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王鹏新，孙辉涛，王蕾，等．基于 ４Ｄ ＶＡＲ和条件植被温度指数的冬小麦单产估测［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
４７（３）：２６３－２７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３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７．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ｘｉｎ，ＳＵＮＨｕｉｔａｏ，Ｗ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４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６，４７（３）：２６３－２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ＷＡＳＥＥＭＭ，ＡＪＭＡＬＭ，ＫＩＭＴ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ｗ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５２７：３０－３７．

５５１第 １０期　　　　　　　　　　　　解毅 等：基于粒子滤波和多变量权重的冬小麦估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