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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叶面药液浓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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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提出了一种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快速检测叶面药液浓度的方法。采用漫反射测量方式获取了叶面

药液的近红外光谱。选用标准偏差归一化、三点滑动平均滤波和一阶导数为最优组合预处理。通过 ７种波段方案

的对比，得出最优波段为 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建立了叶面药液质量浓度与光谱反射率的定量分析模

型。其预测集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４，预测均方根误差为 ００３９。结果表明，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检测叶面药液浓度具

有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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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农作物上喷雾效果的研究目前主要限于雾滴的

覆盖率、沉积密度、均匀性等方面
［１～２］

。Ｄｅｒｋｓｅｎ［３］

等利用计算机视觉系统表征雾滴的沉积特性，并用

水溶性荧光物跟踪雾滴在人工目标物上的的沉积，



获得雾滴的形状、雾滴大小分布等特征参数。

Ｒａｍａｌｉｎｇａｍ［４］等利用多光谱图像技术研究了高容量
喷雾在叶面上的覆盖率，指出叶面水层厚度大于

０００６ｃｍ时，多光谱图像技术对高容量喷雾覆盖率
的评估具有高灵敏度。上述研究均还未涉及到植株

叶面药液浓度的表征。所谓叶面药液浓度是指喷雾

过程中沉积在作物叶面的药液实际浓度。当前在线

混药技术正在发展
［５～８］

，利用在线混药技术可以实

现变量施药，尤其是可以实现可变药液浓度的施药。

传统变量喷雾的理念是改变喷雾流量，而不改变浓

度。这种改变流量的变量施药方式会受到作物上最

大药液持留量的限制。因此变浓度施药是一种值得

关注的新型施药技术。利用在线混药器实施混药浓

度在线可控的过程，本质上相当于控制工程中的调

节控制，通过测量叶面药液浓度并与设定浓度对比，

便可以达到评价混药器工作性能的目标。

发展叶面药液浓度的快速检测方法可以针对在

线混药喷雾的药液浓度波动和不稳定提供定量的描

述，可直接用于混药喷雾产品性能的评定和指导产

品改进，并推动在线混药喷雾产品检测标准的制定，

弥补当前混药系统检测标准缺少定量指标之不足。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

用
［９～１３］

。因此理论上近红外光谱也可以检测叶面

药液浓度。本文旨在寻找叶面药液浓度与光谱反射

率之间的关系，探索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检测叶面

药液浓度的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仪器
采集叶面药液光谱数据的光谱仪选用美国

ＡＳ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ｖｉｃｅ）公司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３便
携式光谱分析仪。该光谱仪采样间隔在 ３５０～
１０００ｎｍ范围内为１４ｎｍ，在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ｎｍ范围
内为２ｎｍ。光源使用与光谱仪配套的卤素灯。实
际试验中采样频率选１０Ｈｚ。
１２　试验样品
１２１　药液类型

在农药喷雾效果评价中，采用模拟农药替代农

药是常用的方法
［１４～１５］

。试验选用刚果红作为模拟

农药，其化学式为 Ｃ３２Ｈ２２Ｎ６Ｎａ２Ｏ６Ｓ２，分子结构如
图１所示。从图上可知刚果红分子中含有 Ｃ—Ｈ、
Ｎ—Ｈ基团，选用刚果红作为模拟农药主要基于近红
外光谱对 Ｃ—Ｈ、Ｎ—Ｈ、Ｏ—Ｈ和 Ｃ—Ｏ等基团有敏
感性

［１６～１８］
，因而该物质在近红外区信息敏感。

１２２　药液质量浓度
质量浓度范围为 ０１０～１００ｇ／Ｌ，间隔为

图 １　刚果红的分子结构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ｇｏｒ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２ｇ／Ｌ，共设置 ４６种质量浓度，每种质量浓度配
制３次。
１３　叶面药液浓度的形成方法
１３１　叶片类型

考虑到不同叶片差异对光谱特性的影响，试验

选用单个叶片。具体叶片类型为八角金盘植株的上

层叶片，植株来自江苏大学实验田。

１３２　叶面药液浓度形成
采用喷雾方式形成叶面药液浓度，具体质量浓

度见１２２节。由于喷雾在单个叶片上进行，因此
在相邻两次喷雾之间，需要对叶面用清水冲洗，并用

吸水纸将叶面吸干，自然风吹 ２ｍｉｎ，再进行下一个
浓度药液的喷雾。每次喷雾形成叶面药液后，按

１４节方法获得叶面药液质量浓度样本反射率数
据。对于１２２节所述４６种药液质量浓度，共可获
得反射率样本 ４６个。其中 ３６个样本入选校正集，
１０个样本入选预测集。为保证所建模型的预测精
度，规定最低质量浓度和最高质量浓度样本均入选

校正集。获取 ４６个光谱反射率样本的时间约为
４ｈ。为排除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试验在室内进行，
并控制室温为２６５℃，相对湿度为８０％。
１４　叶面药液光谱反射率的采集
１４１　光谱采集的参数设定

光谱仪探头视场角选用 ８℃视场角，探头与样
本表面距离为 ３～４ｃｍ，以确保视场域范围在叶片
上。样本重复测量 ５次，每条谱线扫描次数取
１０次。单个样本测量５次光谱取平均值，作为单个
样本的原始光谱。

１４２　白板校正
由于采集样本光谱的总时间较长，因此在４６个

样本的采集前和采集后分别进行白板校正。此外在

４６个样本采集过程中，每采集完 ６个样本光谱数据
后校正一次白板。

１４３　光谱数据的处理软件
光谱数据通过江苏大学研发的 ＮＩＲＳＡ软件系

统分析，该系统专门用于近红外光谱数据分析和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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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叶面药液浓度样本的近红外光谱特性比较
２１１　叶面药液光谱特性

图２是４６个叶面药液样本的原始光谱图，为叶
面药液样本的原始光谱特征曲线。在可见光波段反

射率较低，大约在 ５５８ｎｍ处有一反射峰；在可见光
波段与近红外的过渡处（７００～７５０ｎｍ），反射率急
剧增加，形成红边，是绿色植物独有的特性

［１９～２０］
。

原始光谱图存在着基线漂移。图２中可得如下直观
结论：波峰之间的差异较大；水分具有很强的特征吸

收，光谱曲线在１４５０ｎｍ和１９４０ｎｍ处表现为吸收
谷。为了消除基线漂移对光谱特性的影响，需要选

择一种合适的预处理方法。光谱曲线大致分为３个
波段区间，即可见光波段（３５０～７００ｎｍ）、近红外波
段（７００～１９００ｎｍ）、水分的强吸收波段（１９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

图 ２　叶面药液样本的原始光谱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１２　建模波段选取方案
根据２１１节所述波段区间，波段选取方案：

①首先在３５０～７００ｎｍ波段建模，然后建模波段范
围逐步扩大（３５０～１９００、３５０～１９５０、３５０～２０００、
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主要为说明波段范围的扩大是否
会增大光谱信息贡献值。②在 ７００～１９００ｎｍ波段
建模，主要反映在光谱分辨率高的波段建模效果。

③在１９００～２５００ｎｍ波段建模，旨在揭示水分对光
谱的影响。

２１３　建模波段效果的比较
对各波段内光谱数据进行 ＰＬＳ建模，在建模之

前需对光谱数据进行标准偏差归一化、三点滑动平

均滤波和一阶导数组合预处理。以预测集相关系数

Ｒｐ越大越好和预测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Ｐ）越小越好
作为波段优选标准，并列出相应波段的主成分数

（ＰＣＣ）。各波段区间建模预测效果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知，在 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波段，预测集相

关系数较大，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表明在此波段内

药液浓度对光谱信息的贡献最大、光谱预测效果最

好。随着建模波段的扩大，即在 ３５０～１９５０ｎｍ、
３５０～２０００ｎｍ、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波段，预测集相关系

　　 表 １　不同波段下模型的预测效果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ｂａｎｄｓ

波段／ｎｍ ＰＣＣ Ｒｐ ＲＭＳＥＰ

３５０～７００ １２ ０９７３ ００５９

３５０～１９００ ６ ０９９４ ００３９

３５０～１９５０ ５ ０９９２ ００４０

３５０～２０００ ７ ０９９２ ００４２

３５０～２５００ ５ ０９８４ ００４７

７００～１９００ ５ ０９９５ ００５４

１９００～２５００ ５ ０７９２ ０１５３

数逐渐变小，预测均方根误差逐渐变大，同时光谱的

预测效果变差。

在３５０～７００ｎｍ波段，预测均方根误差较大，主
成分数大，光谱数据处理的运算量大，此波段不宜作

为最优建模波段。在７００～１９００ｎｍ波段，预测集相
关系数较大，但预测均方根误差不是最小。在１９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波段，预测均方根误差较大，说明水分的强
吸收和其他非目标因素对光谱特性有影响。

根据建模波段的效果比较，故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为
建模的最优波段。本文以下所建模型都是在 ３５０～
１９００ｎｍ波段进行的。
２２　光谱数据的预处理方法比较
２２１　预处理方案

２１１节所述原始光谱图存在基线漂移。为了
消除基线漂移需要选取合适的预处理方法。仅用一

种光谱预处理方法往往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
［２１～２２］

，

这时可将不同的预处理方法结合使用，以获得较好

的预测结果。采用一阶导数
［２３］
（１Ｄ）、二阶导数

（２Ｄ）、三点滑动平均滤波（ＭＡＦ）和标准偏差归一化
（ＳＮＶ）不同组合方式获得较好的预处理效果。
２２２　不同预处理组合比较

在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波段下采用 ＰＬＳ回归分析，
不同预处理组合建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不同预处理方法的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预处理方法 主成分数 Ｒｐ ＲＭＳＥＰ

１Ｄ ５ ０９６７ ００６４

２Ｄ ３ ０９３４ ０１０４

ＭＡＦ＋１Ｄ ５ ０９７９ ００４７

ＳＮＶ＋１Ｄ ４ ０９７８ ００７７

ＭＡＦ＋２Ｄ ４ ０９７２ ００６２

ＳＮＶ＋ＭＡＦ＋１Ｄ ６ ０９９４ ００３９

　　从表 ２中可知，６种不同的光谱预处理方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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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 ＮＩＲ光谱的建模效果。以 Ｒｐ和 ＲＭＳＥＰ作
为评价最优组合的标准，当 Ｒｐ较大和 ＲＭＳＥＰ较小
时，组合方法选为最优组合预处理方法。其中

ＳＮＶ＋ＭＡＦ＋１Ｄ组合效果好于其他预处理方式，且
建模能力最好。原始谱图经过该组合预处理后的光

谱曲线如图３所示。预处理后的光谱图表现出高的
分辨率，也凸显了更多的特征波峰。

图 ３　经过 ＳＮＶ＋ＭＡＦ＋１Ｄ预处理的样本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通过以上 ６种预处理方法比较，选用 ＳＮＶ＋

ＭＡＦ＋１Ｄ为最优组合预处理方法。
２３　预测模型的精度检验

根据２１３节所述的 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为最优波
段，以 ＳＮＶ＋ＭＡＦ＋１Ｄ为预处理方法，采用偏最小
二乘法（ＰＬＳ）建立校正模型。校正集 ３６个样本的
实际叶面药液质量浓度与所建回归模型预测质量浓

度相关性如图 ４所示。Ｒ２＝０９９９５表示实际值与
预测值之间拟合度大，校正集所建模型较稳健。另

外校正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Ｃ）为０００６。
为了检验所建立模型的预测精度，用模型对预

测集叶面药液质量浓度进行预测。其预测平均绝对

误差为００３５，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 ８２７％。预测
集１０个叶面药液实际质量浓度与所建回归模型预
测质量浓度相关性如图５，从图 ５中可以看出，预测
质量浓度与叶面药液实际质量浓度基本一致，预测

集中样本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４，预测均方根误差为 ００３９。模型的预测精度
表明该模型可以满足实际测量的应用要求。

图 ４　校正集样本实际质量浓度与预测质量浓度相关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ｉｒｔｙｓｉｘ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５　预测集样本实际质量浓度与预测质量浓度相关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　结论

（１）通过 ７种波段方案的对比，以预测集相关
系数、预测均方根误差、主成分数为指标，得出最优

波段为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
（２）选取最优波段 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比较 ６种不

同组合预处理方法，得出 ＳＮＶ＋ＭＡＦ＋１Ｄ为最优组
合预处理方法。

（３）选取最优波段 ３５０～１９００ｎｍ，以 ＳＮＶ＋
ＭＡＦ＋１Ｄ为预处理方法，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建立校
正模型。所建模型预测叶面药液质量浓度平均相对

误差为８２７％，预测集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４，预测均方
根误差为００３９。模型的预测精度表明该模型可以
满足实际测量的应用要求。

参 考 文 献

１　汤伯敏，梁建，杨德水，等．塑料温室内的雾滴沉积分布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４，３５（３）：７２～７５．

ＴａｎｇＢｏｍｉｎ，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Ｄｅｓｈｕｉ，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４，３５（３）：７２～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邱白晶，沙俊炎，汤伯敏，等．密闭空间雾滴沉积状态参数的显微图像解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２）：５４～５８．

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Ｊｕｎｙａｎ，ＴａｎｇＢ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ｎａｉｒｔｉｇｈｔｓｐａｃｅ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２）：５４～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ＤｅｒｋｓｅｎＲＣ，ＪｉａｎｇＣ．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９５，３８（６）：１６４７～１６５３．

４　ＲａｍａｌｉｎｇａｍＮ，ＬｉｎｇＰＰ，ＤｅｒｋｓｅｎＲＣ，ｅｔ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ｌｅａ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ＢＥ，２００５，４８（１）：３７５～３８３．

００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５　刘志壮，徐汉虹，洪添胜，等．在线混药式变量喷雾系统设计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９３～９６．

ＬｉｕＺｈｉｚｈｕａｎｇ，ＸｕＨａｎｈｏｎｇ，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ｘｉｎｇ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９３～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邱白晶，徐溪超，邓斌，等．射流混药装置面积比对混药均匀性的影响［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１０）：９５～１００．

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ＸｕＸｉｃｈａｏ，Ｄｅ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ｏｎｍｉｘｉｎｇ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ｊｅｔｍｉｘ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１０）：９５～１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邱白晶，徐溪超，杨宁，等．射流混药装置结构参数对混药性能影响的模拟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６）：７６～７９．

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ＸｕＸｉ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ｊｅｔｍｉｘ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ｏｎｊｅｔｍｉｘ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６）：７６～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邱白晶，徐溪超．射流混药装置二维和三维流场对比分析［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９（５）：４４１～４４５．

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ＸｕＸｉｃｈａ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Ｄａｎｄ３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ｊｅｔｍｉｘ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９（５）：４４１～４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邱白晶，陈国平，程麒文，等．水稻白背飞虱虫害的冠层光谱特性与虫害反演［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９）：９２～９９．

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ｕｏ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Ｑｉｗｅｎ，ｅｔａｌ．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ｉｃ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ｇａｔｅｌｌａｆｕｒｃ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９）：９２～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陈斌，王豪，林松，等．基于相关系数法与遗传算法的啤酒酒精度近红外光谱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７）：９９～１０２．

Ｃｈｅ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Ｈａｏ，Ｌｉ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ｂｅｅｒ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１（７）：９９～

１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张洪艳，丁东，宋立强，等．血糖无创监测中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技术的研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５，２５（６）：８８２～８８５．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ａｎ，ＤｉｎｇＤｏｎｇ，ＳｏｎｇＬｉ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ｗｉｔｈ

ＮＩ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５，２５（６）：８８２～８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石雪，蔡文生，邵学广，等．局部建模方法用于烟草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８，

２８（１１）：２５６１～２５６４．

ＳｈｉＸｕｅ，Ｃａｉ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Ｓｈａｏ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８，２８（１１）：２５６１～２５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昝逢宇，霍守亮，席北斗，等．近红外光谱技术快速测定湖泊沉积物营养组分研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０，

３０（１０）：２６２４～２６２７．

ＺａｎＦｅｎｇｙｕ，ＨｕｏＳｈｏｕｌｉａｎｇ，ＸｉＢｅｉｄｏｕ，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２６２４～２６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吕晓兰，傅锡敏，宋坚利，等．喷雾技术参数对雾滴飘移特性的影响［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１）：５９～６３．

ＬüＸｉａｏｌａｎ，ＦｕＸｉｍｉｎ，Ｓ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ｒａ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ｐｒａｙｄｒｉｆ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１）：５９～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何雄奎，曾爱军，何娟，等．果园喷雾机风速对雾滴的沉积分布影响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４）：７５～７７．

ＨｅＸｉｏｎｇｋｕｉ，ＺｅｎｇＡｉｊｕｎ，Ｈｅ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ｉ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ｏｒｃｈａｒｄｓｐｒａｙｅｒｏ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８（４）：７５～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秦冲，陈雯雯，何雄奎，等．近红外光谱分析中建模校正集的选择［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２６６１～２６６４．

ＱｉｎＣ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ｎｗｅｎ，ＨｅＸｉｏｎｇｋｕ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２６６１～２６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闻明，吉海彦．基于 ＬＥＤ的便携式近红外整粒小麦成分测量仪的研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１２７６～１２７９．

ＷｅｎＭｉｎｇ，ＪｉＨａｉｙ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ＬＥＤｂａｓｅｄＮＩＲ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ｈｅａ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Ｊ］．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１２７６～１２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ＡｄｉｔｙａＵＶａｎａｒａｓｅ，ＭａｎｅｌＡｌｃａｌａ，ＪａｃｋｅｌｉｎｅＩＪｅｒｅｚＲｏｚｏ，ｅｔａ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ｄｒｕ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ｏｗｄｅｒｍ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７２８～５７３３．

１９　陈树人，栗移新，毛罕平，等．水稻中稗草光谱分析与识别［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９）：９６～９９．

ＣｈｅｎＳｈｕｒｅｎ，ＬｉＹｉｘｉｎ，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ｂａｒｎｙａｒｄｇｒａｓｓｆｒｏｍｒｉｃｅ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９）：９６～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２０８页）

１０２第 ９期　　　　　　　　 　　 　　邱白晶 等：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叶面药液浓度检测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ａｒＣｏｈｅｎ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ＥＡＰ）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Ｍ］．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ＰＩＥ，２００１．

２　ＣａｒｐｉＦ，ＲｏｓｓｉＤＤｅ，ＫｏｒｎｂｌｕｈＲ，ｅｔａ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０８．

３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ＫｕｎｚＡｎｄｒｅａｓ，Ｌｏｃｈ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ｒｏｌｌ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ａ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ｄｅｖｉｃｅ［Ｃ］∥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ａｐ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６：３４７～３５３．

４　ＮｇｕｙｅｎＨｕｕＣｈｕｃ，ＪｏｎｇＫｉｌＰａｒｋ，ＮｇｕｙｅｎＨｕｕＬａｍＶｕ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ｂｏｔｆｉｎｇｅｒ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５８７～５９２．

５　ＣａｒｐｉＦ，ＲｏｓｓｉＤｅＤＤ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２００４，２４（４）：５５５～５６２．

６　ＧａｂｏｒＫｏｖａｃｓ，Ｌｏｃｈ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ｋ，Ｗｉｓｓｌ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ａｒｍ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Ｊ］．

Ｓｍａ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７，１６（２）：３０６～３１７．

７　ＯｇｄｅｎＲＷ．Ｌａｒｇ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ｒｕｂｂｅｒｌｉｋｅ

ｓｏｌｉｄｓ［Ｊ］．Ｐｒｏｃ．Ｒｏｙ．Ｓｏｃ．Ｌｏｎｄ．Ａ，１９７２，３２６（１５６７）：５６５～５８４．

８　ＹｅｏｈＯ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ｆｉｌｌｅｄｒｕｂｂｅｒｖｕｌｃａｎｉｚａｔｅｓ［Ｊ］．ＲｕｂｂｅｒＣｈ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

１９９０，６３（５）：７９２～８０５．

９　ＬｕｏＨｕａ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ａｍｉｎｇ，Ｚｈｕ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ｅｒｅｌａｓｔｉｃ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ａｘ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

ｂｅｎｃｈ［Ｃ］∥ ２００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ｒａｎｓ．Ｔｅ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８８４～８８８．

１０　吴孟，王化明，朱银龙，等．圆柱形介电弹性体驱动器的试验与分析［Ｊ］．机器人，２０１０，３２（６）：７５４～７５８．

ＷｕＭ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ａｍｉｎｇ，ＺｈｕＹｉ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Ｊ］．

Ｒｏｂｏｔ，２０１０，３２（６）：７５４～７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２０１页）

２０　胡永光，李萍萍，母建华，等．基于可见 近红外光谱技术预测茶鲜叶全氮含量［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０８，２８（１２）：

２８２１～２８２５．

ＨｕＹ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Ｍ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ｒｅｓｈｔｅａｌｅａｆｕｓｉｎｇｖｉ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２８２１～２８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李庆波，黄彦文，张广军，等．基于可见 近红外光谱的植物叶绿素含量无损检测方法研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３２７５～３２７８．

ＬｉＱｉｎｇｂｏ，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

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３２７５～３２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ＬｉＸｉａｏｌｉ，ＨｅＹｏｎｇ，Ｗｕ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ｅａ

ｓｏｆｔｄｒ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８２（３）：３１６～３２３．

２３　郑咏梅，张铁强，张军，等．平滑、导数、基线校正对近红外光谱 ＰＬＳ定量分析的影响研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２００４，２４（１２）：１５４６～１５４８．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Ｔｉ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１ｓｔ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ＰＬＳ［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４，２４（１２）：１５４６～１５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陈志刚，张启甲，邱白晶，等．基于酶传感器的农药浓度便携式实时测量装置［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１１）：

１７８～１８２．

Ｃｈ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ｊｉａ，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ｅｎｚｙｍ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１１）：１７８～

１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０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