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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尾松毛虫是我国森林最具危害性的害虫之一，开展该虫害的遥感预测研究有助于全面、及时地发现可能发

生虫害的区域，为有效采取森防检疫措施，降低虫害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提供技术支持。以福建省为研究区，于

２０１２年 ２—５月份依次开展了三明市、将乐县、沙县、南平市、华安县、云霄县、南安市、安溪县、莆田市、长汀县、建阳

市、宁德市及福清市等 １３个监测站的马尾松毛虫越冬代调查，调查指标包括 ＧＰＳ坐标、松林冠层光谱、气候、地形、

林分、虫源、人文环境等。对上述因子进行分析与提取，经相关分析得到 １３个可有效预测马尾松毛虫害等级的子

因子；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建立无危害、轻度危害、中度危害、重度危害等４个虫害等级的判别函数，建模组样本自

检结果显示４个等级的判别精度分别为７１０％、８４９％、８７２％、１００％，总判别精度为８０８％，验证组样本检验结果显

示判别精度为７３００％，预测准确率为７５９９％，表明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预测马尾松毛虫害等级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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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马尾松毛虫（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Ｗａｌｋｅｒ）是
我国破坏最严重的森林害虫，具有危害面积大、暴发

周期短、成灾最严重的特点。据福建省近５０年的观
测数据，马尾松毛虫害平均３６９年出现一次发生高
峰；近 ２０年来，年均发生面积 ８万 ｈｍ２。武红智

等
［１］
利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探讨了马尾松毛虫害

的发生、发展与道路、居民地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

马尾松毛虫的早期危害点或虫源地往往都在远离道

路与居民地的位置，并呈现由远及近的发展趋势；亦

即松毛虫的成灾地区可能位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的偏僻山区，仅依靠传统的人力踏查工作量十分巨

大，且不可能完全发现灾害区，因此虫害实际发生面

积可能远高于传统监测结果。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

及在森林资源中的日益成熟应用为森林虫害的遥感

监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我国 ＨＪ、ＣＢＥＲＳ、ＺＹ、天
绘、高分等系列卫星的发射更为森林健康的实时监

测与动态预测创造了新的平台和契机。

马尾松毛虫害的卫星遥感监测研究已有一段历

史
［２－８］

。相较于松毛虫害监测，其预测的实际应用

价值更为巨大。然而，当前对马尾松毛虫害的预测

工作还较多地限制于单纯的数学模型测算，尚未与

遥感技术有机结合。在南方山地丘陵区域，开展马

尾松毛虫害的遥感监测、预测工作具有较大难度，本

文经大量实验研究，获取与松毛虫害密切相关的诸

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对无危害、轻
度危害、中度危害及重度危害等 ４个虫害等级进行
预测。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设置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区———福

建省。福建省拥有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是全国南

方重点集体林区；商品林产业较为发达，杉木、马尾

松、桉树是其主要用材树种。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收集
马尾松毛虫在福建省一般一年发生２～３代，闽

西北以２代为主，偶尔发生３代，沿海地区则一般发
生３代。一般情况下，松毛虫幼虫第 １代出现在 ５
月份，第２代在７月份，而第３代则在９月份。１１月
份左右，松毛虫进入越冬代，直至次年５月份左右开
始活动。于２０１２年 ２—５月份依次开展了三明市、



将乐县、沙县、南平市、华安县、云霄县、南安市、安溪

县、莆田市、长汀县、建阳市、宁德市及福清市等 １３
个监测站的马尾松毛虫越冬代调查。原则上，每县

（市）选择１２个小班，每个小班调查 ４个测点，测定
其地形、林分等因子；同时携带两部麦哲伦手持

ＧＰＳ，当两部 ＧＰＳ定位结果基本一致时作记录；松林
冠层光谱采用中国合肥仪思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 ＩＳＩ９２１ＶＦ－２５６型野外地物光谱辐射计测定；
同时收集气候、林分、虫源及人文环境等相关资料。

本文随机选择其中３９２组数据开展实验研究。
马尾松毛虫是一类周期性森林害虫，越冬代虫

口密度、虫株率、虫情级数等因子的调查可以较为准

确地预测当年的虫害发生等级与危害级别。松毛虫

“上树”后，其危害性开始直观地表现出来。虫害的

识别与监测，应立足于为害期；而对于虫害预测、预

警而言，必须在越冬代或之前就要较为精确地作出

判断，这样才可有效地指导虫害预防方案的制定与

预防措施的落实。本研究经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网站，选择了对应于松毛虫 ２０１０年为害期、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越冬代的数景 ＨＪ１卫星数据（２级），即
ＨＪ１Ａ与 ＨＪ１Ｂ获取的 ＣＣＤ多光谱数据；对影像数
据进行大气校正、几何校正、镶嵌、裁剪及云去除等

预处理工作。

２２　松林信息提取
松林是马尾松毛虫的寄主，有效提取松林信息

是实现松毛虫害天基空间监测与预警的基础性工

作。传统的森林资源调查靠一类、二类完成，人力、

财力、物力消耗极大，且无法实现全区域范围的调

查。１９８７年以来，卫星影像逐渐在森林资源调查与
研究领域得以应用，并成为大区域尺度资源调查的

重要数据，精确到“种”的信息提取技术成为林业行

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９－１０］

。马尾松毛虫的主要

寄主植物有马尾松、湿地松、黑松、火炬松等，松毛虫

对上述各种植物的为害机制相似，寄主对虫害的响

应也基本上一致；加之福建省湿地松、黑松与火炬松

的分布范围极为有限，马尾松分布面积占绝对优势，故

将寄主松属植物归于一类，将其林分统称为“松林”。

利用遥感技术实现信息自动提取基本上可分为

３个环节：分类特征波段的选择；训练样区的选取；
训练分类器和分类精度的评价。其中，分类特征波

段的选择最为重要，也是决定信息挖掘深度、广度的

关键步骤。综观已有文献，该环节可分为４个层次：
①不经增强变换，仅利用原始影像各波段进行分析，
选择最佳波段组合。②利用图像增强技术，对原始
影像进行增强变换，以增强后的信息作为信息提取

的特征波段。③引入空间纹理特征，将其与光谱信

息结合，作为信息提取的特征波段。④引入其他来
源的遥感影像或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坡位等非遥

感数据，作为信息提取的联合因子
［１１－１４］

。本文研究

区福建省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区，地形复杂、植被类型

丰富，同物异谱、异物同谱现象较为普遍，单纯依靠

光谱特征实现松林信息提取难度极大；参考本团队

近年来开展南方山区竹林及其他森林类型信息提取

的经验
［１５－１６］

，提出“基于光谱片层 面向纹理类”的

松林信息提取算法。“片层”定义为边缘围绕的连

成一片的统计上均匀的区域，而分片所形成的不同

区域可以说是空间上连接在一起的像元，即将光谱

值或像元灰度相似的像元分割出来，形成单独的层。

该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在运用光谱分析技术实现

“片层”分割的基础上，对该“片层”进行纹理特征分

析，利用纹理信息识别光谱特征无法有效识别的同

谱异物的地物信息。依此实现 ２０１０年为害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越冬代两期的松林信息提取，采用精
度评估法对提取精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两期提取

精度分别为 ８３３６％、８４３６％，总 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
为０６０９６、０６０２６。
２３　相关因子获取与分析
２３１　气候因子分析与获取

气候主要通过影响马尾松毛虫及马尾松等宿主

的生物学特性而对虫害分布产生宏观性作用。由于

气候条件不同，我国南北带马尾松毛虫害的发生与

分布规律存在差异，南带每年可发生 ３～４代，而北
带可能仅发生 ２代［１７］

。同时，气候直接影响松林的

分布范围
［１８－２０］

，总体上看，马尾松的分布极广，北可

至河南及山东南部，南可至两广，这与松毛虫的分布

区域是一致的。作为喜光喜温的阳性树种，马尾松

适生于年均温１３～２２℃、年降水量 ８００～１８００ｍｍ、
绝对最低温度大于 －１０℃的区域。归结起来，影响
马尾松毛虫害空间分布的气候因子涉及均温、积温、

湿度、降雨量、降雨天数、大风天数、霜期等。经上述

分析，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将气候因子的选择

分为两大类：定量因子与定性因子。定量因子包括

目标年上年平均气温（℃）、平均气温距平（℃）、降
雨量（ｍｍ）、降雨量距平（ｍｍ）、日照时数（ｈ）及日照
时数距平 （ｈ）等；定性因子的选择参考陈绘画
等

［２１］
、朱建华等

［２２］
的研究成果，包括目标年上年

４月至当年３月旬平均气温、旬降雨量及旬日照时
数的距平状态：异常偏低（少）、偏低（少）、正常、偏

高（多）、异常偏高（多）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
气候因子由气候台站测定得到，台站分布位置

与野外调查的位置不同，因此，首先应当使气候要素

与松林分布区相匹配；台站在全省范围内分布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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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故可采用空间插值的方法对气温、降水、日照

及距平点状数据予以空间化。空间插值常用于将离

散点的测量数据转换为连续的数据曲面，是空间模

拟的最常用方法。本文采用样条函数法中的规则样

条函数法。在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下，采用默认值（ｗｅｉｇｈｔ
为０１，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ｉｎｔｓ为１２），得到２０１０年福建省
平均气温、平均气温距平、降雨量、降雨量距平、日照

时数及日照时数距平分布图。同理，获取 ２０１０年
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旬平均气温、旬降雨量及旬日照
时数的距平状态分布图。

２３２　地形因子分析与获取
影响马尾松毛虫害空间分布的地形因子主要包

括海拔高度、坡度和坡向。从海拔高度上看，多数研

究认为，１００～３００ｍ是马尾松毛虫害最易发生的区
域，而当海拔高度在 ８００ｍ以上时，则进入了一个
“安全范围”。从坡度上看，不同区域有所差异，但

１５°～３５°范围分布概率更大；而随着灾害的扩散，将
逐步向其他坡度级蔓延

［１］
。从坡向上看，阳坡是马

尾松毛虫害最易发生的区域，半阳坡次之，而阴坡、

半阴坡、平地等位置虫害分布则少得多。魏初奖

等
［２３］
根据区划理论，将福建省马尾松毛虫灾区分成

３个区和３个危险程度等级，分别是沿海重灾区、闽
西北常灾区、闽中山地微灾区。由此可见，沿海、闽

西北、闽中在地形方面的分异对马尾松毛虫害的空

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在越适于马尾松毛虫生长发

育的地形下，虫害等级总体越高；反之亦然。综上，

选择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坡位作为马尾松毛虫害

预警的地形因子。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３ＤＡｎａｌｙｓｔ工具，基于ＤＥＭ数据派
生出海拔高度、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在提取地形

因子基础上，对这些因子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福建省地形因子分级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形因子 级别 分级区间 编码

低 ＜５００ｍ １

海拔高度 中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 ２

高 ≥１０００ｍ ３

平坡 ＜５° １

坡度　　
缓坡 ［５°，１５°） ２

斜坡 ［１５°，２５°） ３

陡坡 ≥２５° ４

阳坡 ［１３５°，２２５°） １

半阳坡 ［９０°，１３５°），［２２５°，２７０°） ２

坡向　　 半阴坡 ［４５°，９０°），［２７０°，３１５°） ３

阴坡 ［３１５°，３６０°］，［０，４５°） ４

无坡向 －１ ５

　　坡位因子则由坡位指数（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ＴＰＩ）来替代，该指数由 Ｗｅｉｓｓ于 ２００１年在
ＥＳＲＩ国际大会上提出，是用来描述地形部位的一个
参数，其基本思想是：用某点高程与周围一定范围内

平均高程的差，结合该点的坡度，来确定其在坡面上

所处的部位。ＴＰＩ对于地貌分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２４－２５］
，其表达式为

ＲＴＰＩ＝（ｚ－ｚ，Ｇ） （１）
式中　ＲＴＰＩ———坡位指数

ｚ———地表某点的高程
ｚ———该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平均高程
Ｇ———该点的坡度

坡位指数与坡位的对应关系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坡位指数与坡位的对应关系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ＰＩ

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分类代码 坡位 ＲＴＰＩ
１ 山脊 大于 ＳＤ
２ 上坡 （０５ＳＤ，ＳＤ］

３ 中坡 （－０５ＳＤ，０５ＳＤ），坡度大于５°

４ 平坡 （－０５ＳＤ，０５ＳＤ），坡度小于５°

５ 下坡 （－ＳＤ，０５ＳＤ］

６ 山谷 小于 －ＳＤ

　　注：ＳＤ是 ＴＰＩ与领域像元高程的标准偏差。

２３３　林分因子分析与获取
森林内部的结构同样也影响着马尾松毛虫害的

空间分布，这些林分因子主要有树种结构、林龄、郁

闭度等。松木纯林树种单一、地被物稀少、林分结构

单调、食物链简单，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对害虫的自然

调控能力差；混交林，尤其是多层的松木与阔叶树混

交林，林分郁闭度高，林内光照强度小而湿度大，不

利于马尾松毛虫的生长发育。早在１９６０年，人们就
已经通过调查发现以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分，很少

发生或不发生松毛虫害
［２６］
。许多研究表明，松毛虫

首先在纯林暴发，之后向周围林分发展。对比纯林

与混交林的马尾松毛虫种群，可发现前者幼虫生长

发育速率、化蛹率、羽化率、产卵量、食物利用率、转

化率及消耗率等方面均显著高于后者，死亡率亦然。

老叶、嫩叶对于马尾松毛虫幼虫的生长发育意义重

大。松毛虫小幼虫喜食老叶，由于老针叶水分少，酸

的含量亦较低，且纤维素、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及蛋白

质含量较高，营养物质较丰富，有助于松毛虫的生长

发育。但由于嫩叶多汁，幼虫食后死亡率高，这对第

１代的幼龄幼虫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越冬代幼
虫可能将老叶基本食尽，萌发出的新叶势必无法满

足第１代小幼虫的食料要求，故虫口密度将会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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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此外，森林下部的植被状况也影响着马尾松

毛虫的生长发育。前人总结发现，马尾松毛虫害多

发于１０年生左右密度较小的马尾松纯林。本文选
择树种结构、林龄（龄组）、郁闭度、植被覆盖度等

４个林分因子作为马尾松毛虫害预警技术体系构建
的指标。上述各指标的获取方式简述如下：

（１）树种结构。纯林与混交林是两种典型的树
种结构，也是本文所要区分的两个级别。纯林定义

为一个树种（组）蓄积量（未达到起测径级的按标数

计算）占总蓄积量（株数）的 ６５％以上的乔木林地；
混交林则指任何一种树种（组）蓄积量（未达到起测

径级时按数计算）占总蓄积量不足 ６５％的乔木林
地。一个 ＨＪ１ＣＣＤ影像像元所对应的地面面积为
９００ｍ２，往往都在同一个小班范围内，生长状况接
近，故近似地可以用一个树种（组）面积占总面积的

百分比来区分纯林与混交林；面积占像元大小 ６５％
以上即为纯林，反之为混交林。由此，树种组成的获

取问题转化为松林占像元的丰度问题，亦即混合像

元分解问题。采用线性波谱分离法计算各像元的松

林丰度图；当优势树种所占比例达 ０６５以上时，则
定义为纯林；反之，则为混交林。依此标准，对松林

丰度图进行分级，混交林编码为 １，松林纯林编码为
２。

（２）林龄（龄组）。分析幼龄林、中龄林、近熟
林、成熟林、过熟林等 ５个龄组松林的光谱特征可
知，在 ＨＪ１ＣＣＤ多光谱影像 ４个可见光波段中，各
龄组松林的 Ｂ４（近红外波段）值普遍最大，包含的信
息量最为丰富，且各龄组间的均值亦有较大差异，由

大到小表现为幼龄林、中龄林、过熟林、成熟林、近熟

林的特征，其他波段的排序特征与其类似，但差异较

小；各龄组松林的 ＮＤＶＩ特征则与可见光有较大不
同，由大到小表现为成熟林、近熟林、过熟林、幼龄

林、中龄林的特征，其中近熟林与成熟林的差异较

小。依据分龄组松林可见光波段及 ＮＤＶＩ的排序特
征，构 建 一 个 新 的 植 被 指 数 ＡＧＶＩ（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ＩＡＧＶＩ＝
Ｂ４
ＩＮＤＶＩ

＝
Ｂ４（Ｂ４＋Ｂ３）
Ｂ４－Ｂ３

（２）

式中　ＩＡＧＶＩ———龄组植被指数
ＩＮＤＶＩ———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Ｂ４、Ｂ３———影像第４、３波段灰度

在０～２５５灰度范围内，该指数即可以增大不同龄组
间的绝对差异，又能较好地扩大相对差异，降低混淆

概率。在此基础上，采用 Ｋ均值法对样本进行聚
类，经实验，聚类数设为 １０，得到 ＡＧＶＩ的最终聚类
中心及最终聚类中心间距；由此判定龄组与聚类结

果的对应关系。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及成过熟林

的编码依次为：１、２、３、４（将成熟林与过熟林两个龄
组合并）。

（３）郁闭度和植被覆盖度。以实测数据与遥感
影像图为基础，建立郁闭度与各特征波段、ＮＤＶＩ的
关系式，求得松林的郁闭度分布图。

　ＣＤ＝ａ１Ｂ１＋ａ２Ｂ２＋ａ３Ｂ３＋ａ４Ｂ４＋ａ５ＩＮＤＶＩ＋ａ０ （３）
式中　ＣＤ———郁闭度

ａ０、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待定系数
Ｂ１、Ｂ２———影像第１、２波段灰度

依据植被覆盖度与 ＩＮＤＶＩ的物理关系，求得各像
元的植被覆盖度。植被覆盖度与 ＮＤＶＩ的物理关系
表达式为

ＶＦ＝
ＩＮＤＶＩ－ＩＮＤＶＩｓ
ＩＮＤＶＩｇ－ＩＮＤＶＩｓ

（４）

式中　ＶＦ———植被覆盖度
ＩＮＤＶＩｇ———纯植被覆盖像元的 ＮＤＶＩ值
ＩＮＤＶＩｓ———纯土壤覆盖像元的 ＮＤＶＩ值

２３４　虫源和天敌因子分析与获取
上代马尾松毛虫危害程度及防治效果对下代的

发生与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马尾松毛虫的大暴发

是其种群增殖的结果，当种群数量增加并达到一定

临界值时，便可暴发成灾。上代的种群数量为下代

提供了基数，代与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即

上代虫口密度大、虫情级数高，在未得到有效防治的

前提下，下代在获得较高的增殖基数后，危害范围与

等级必将蔓延与提高。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必

然存在着物物相克，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马尾松毛虫的天敌多达百种，包括鸟类、寄生蜂、寄

生蝇及捕食性昆虫等，这些天敌对松毛虫的生长发

育具有重要的抵制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天敌是影

响马尾松毛虫发生消长的主导因子。其理由是，自

然界生物群落中的各个种群间，常存在相互制约的

作用。天敌数量将随着松毛虫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且增加速度通常较之于松毛虫快得多，从而迅速地

将松毛虫抑制下去；而此后天敌数量则锐减，因而不

久以后，松毛虫又再度上升。

虫源亦是开展马尾松毛虫害天基空间预警研究

的重要因子，故本文试图实现福建省马尾松毛虫害

等级的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须将２０１０年的虫害分布情况考
虑其中。通过咨询福建省林业厅森防检疫总站、福

建农林大学，实地调查 １３个县（市）的有关专家及
基层工作人员，均认为对于马尾松毛虫害而言，其天

敌较多，在福建省区域范围内，基本上不存在空间差

异性，鉴于此，本文舍弃天敌因子。选择可反映马尾

松毛虫为害现状的若干因子，利用 ＱＵＥＳＴ决策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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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２０１０年无危害、轻度危害、中度危害、重度危
害等４个虫害等级信息的提取，依次编码为 １、２、３、
４。
２３５　人文环境因子分析与获取

人文环境因子主要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人们生

活所依赖的交通与居民地，二是人类对森林的直接

或间接作用。森林砍伐、经营管理等都会影响松毛

虫害的发生；而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水土流

失、土壤结构破坏等后果势必也影响着马尾松及松

毛虫的空间分布，并可能造成它们生物学特性的突

变。近年来，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的贯彻落实，

总体上看，人为活动对虫害的加剧作用有所减缓。

通过收集福建省各县（市）２０１０年林业总产值
及地区 ＧＤＰ数据，以二者比值命名为“林业产值指
数（ＦＯＶＩ）”，将该指数作为人为干扰强度的判定指
标：比值越大，表示人为干扰越强，反之亦然。收集

的数据显示：福建省各县（市）林业总产值与ＧＤＰ的
最大比值在４０％以上，故假设当林业总产值与地区
ＧＤＰ的比值达到５０％时，林业产值指数 ＦＯＶＩ为 １，
则可将 ＦＯＶＩ的大小限定在 ０～１范围内。其表达
式为

ＩＦＯＶＩ＝
Ｒｉ
５０

（５）

式中　ＩＦＯＶＩ———林业产值指数
Ｒｉ———林业总产值与地区 ＧＤＰ比值

经实 验，反距离 权 重 插 值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ＤＷ）所得到的 ２０１０年林业
总产值与地区 ＧＤＰ比值与收集的数据吻合性较强，
故采用该法得到福建省 ２０１０年林业总产值与地区
ＧＤＰ比值的空间分布图。依据式（５），计算得到
２０１０年林业产值指数分布图。
２３６　相关分析

通过对气候、地形、林分、虫源和天敌、人文环境

等因子进行分析，计算得到１４８个子因子；采用相关
分析法，筛选得到海拔高度（Ｘ１）、龄组（Ｘ２）、２０１０
年虫害等级（Ｘ３）、２０１０年 ８月下旬平均气温（Ｘ４）、
２０１１年１月上旬平均气温（Ｘ５）、２０１０年８月中旬降
雨量（Ｘ６）、２０１１年 ３月上旬降雨量（Ｘ７）、２０１０年
７月中旬日照时数（Ｘ８）、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中旬日照时
数（Ｘ９）、２０１１年 １月上旬极低气温（Ｘ１０）、郁闭度
（Ｘ１１）、２０１０年平均气温（Ｘ１２）及 ２０１０年日照时数
（Ｘ１３）共１３个子因子。
２４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

当收集到一个新的样本数据，要确定该样本数

据应当归于已知类别中的哪一类时，该问题即属于

判 别 分 析 的 范 畴。 判 别 分 析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又称为分辨法，是在分类确定的条件下，
依据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值判别其类型归属的一种

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２７－２８］

。判别分析的基本原理

是：按照一定的判别准则，建立一个或者多个判别函

数，以研究对象的大量样本资料为基础，确定判别函

数中的待定系数，并计算判别指标；依此确定新样本

数据 的 归 属
［２９－３０］

。Ｆｉｓｈｅｒ判 别 分 析 法 （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ＤＡ）由Ｆｉｓｈｅｒ于１９３６年提出，
是最为基本的一类判别分析方法，亦称为线性判别

分析法，其基本思想是将 ｋ组 ｍ维样本数据投影到
某一个方向，使投影后各组之间尽可能地分开，依据

组内方差尽量小、组间方差尽量大的一元方差分析

原则确定判别函数，基于一定的判别准则，确定新样

本的归属
［３１－３５］

。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马尾松毛虫害等级的判别函数建立
将３９２组数据随机分为建模组与验证组，两组

样本量分别为 ２９２、１００。在 ＳＰＳＳ软件下导入 ２９２
组建模组样本数据，运行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得到 ３个
判别函数

Ｙ１＝１６７９Ｘ１＋０４３２Ｘ２＋０２５１Ｘ３＋３４２５Ｘ４－
０８１１Ｘ５＋２４０１Ｘ６－６８４４Ｘ９＋０７７０Ｘ１１＋

１５４５Ｘ１２＋０００５Ｘ１３－３８７１１ （６）
Ｙ２＝３１７３Ｘ１－００２０Ｘ２－０１４６Ｘ３－０５０７Ｘ４－
１４５６Ｘ５＋１８１４Ｘ６－００９９Ｘ９＋０８３３Ｘ１１－

０２６３Ｘ１２－０００１Ｘ１３＋６７８０ （７）
Ｙ３＝０４５８Ｘ１＋０８０７Ｘ２＋０３０１Ｘ３＋０２０１Ｘ４－
０４７３Ｘ５－０４２１Ｘ６＋１８１６Ｘ９－１２０６Ｘ１１－

０８３９Ｘ１２－０００２Ｘ１３＋１２８５９ （８）
在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中，判别方程的解释量可以

用其方差所占的比例来衡量。

表３显示，第 １个判别函数方差所占比例为
６０４％，说明其可解释样本 ６０４％的信息；第 ２个
判别函数方差所占比例 ３７２％，联合 １、２判别函数
可以解释样本９７６％的信息，利用 １、２两个函数可
以实现绝大多数样本虫害等级的判别；当联合运用

３个判别函数时，所有的样本均可以得到解释。当
使用第１个判别模型无法实现样本类别的明确判断
时，可结合第２个判别式进行判断，依次类推。

表４所示为各典型判别函数在各类别（即 ４个
虫害等级）的中心值。以判别函数式（６）为例，其在
虫害等级１（无危害）的中心得分是 ００７５，在虫害
等级２（轻度危害）的中心得分是 ０９５５，在虫害等
级３（中度危害）的中心得分是 －１７１０，在虫害等级
４（重度危害）的中心得分是 －３２４５。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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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比较样本函数值与４个虫害等级中心值的
距离来判别其归属，离某个中心越近，即将该样本判

别为该类别。

表 ３　典型判别式函数

Ｔａｂ．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函数 特征值
方差所占

比例／％

累积

比例／％

正则

相关性

式（６） １４９６ ６０４ ６０４ ０７７４

式（７） ０９２２ ３７２ ９７６ ０６９３

式（８） ００５９ ２４ １００ ０２３５

表 ４　典型判别函数在各类别的中心值

Ｔａｂ．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虫害等级
函数

式（６） 式（７） 式（８）

１ ００７５ １２４８ －００１３

２ ０９５５ －０７５４ ００６２

３ －１７１０ －０７４２ －０４７３

４ －３２４５ －０５０４ ０６３２

　　图 １为运用式（６）和式（７）判别函数对样本进
行分组的示意，据此可以清晰地分辨各个组别。总

体上看，４个等级样本在空间上具有较好的可分性，
同一等级样本聚集性较强，有助于样本虫害等级的

判别；但亦存在误判的可能性。

图 １　典型判别函数组中心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ｏｕｐ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３２　松毛虫害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效果检验
３２１　判别效果检验概述

本文对松毛虫害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效果的检验分为两
部分：其一，利用建模数据进行回代估计；其二，采用

验证组数据对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函数的效果进行检验，分
析判别精度与准确率。准确率的计算方法为：若划

分的虫害等级与实际等级完全一致，计 １；无危害与
有危害之间互相混淆，计 ０；在轻度、中度、重度 ３个
有危害等级间，若相差 １级以内为基本符合，计
０７５；若相差 ２级范围，计 ０５；以其平均值作为虫
害等级提取的准确率。

３２２　建模组样本自检结果分析
以上述３个判别函数为依据，判定 ２９２个样本

的归属类别（表５）。
表５、表６显示，２９２个建模数据中，４个等级的

判别精度分别为 ７１０％、８４９％、８７２％、１００％，总
判别精度为８０８％。

表 ５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自检结果（部分）

Ｔａｂ．５　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

序号
实际虫害

等级

预测虫害

等级
式（６） 式（７） 式（８）

１ ２ ２ １５６０ －１７０８ １００２

２ ２ ２ １５７９ －１２７１ ０２７９

３ ２ ２ １５０２ －１３５４ ０４００

４ １ １ ０６０８ ０３４８ －０１４９

５ １ １ ０５３１ ０２６５ －００２８

６ １ １ ０６４７ ０３９０ －０２０９

７ ２ ２ ０５０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５

８ ２ ２ １４０５ ０１７７ １６１９

９ ２ ２ １４８２ ０２６０ １４９９

１０ １ １ ０１８５ ０３１９ －０９２３

１１ ３ ３ －０８２３ －０７０２ １１１４

１２ ３ ３ －２２３５ －０７６８ －１１２７

１３ ３ ３ －１７２６ －０７０４ －０４４０

１４ ３ ３ －１７２６ －０７０４ －０４４０

１５ １ ３ －１７６４ －０７４６ －０３８０

１６ １ ４ －３７８１ －０５４４ －０２６８

１７ １ ４ －３３１１ －０５２２ ０４７９

１８ ４ ４ －３３４９ －０５６３ ０５３９

１９ ４ ４ －３２７２ －０４８０ ０４１９

２０ ４ ４ －３２７２ －０４８０ ０４１９

表 ６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自检精度分析

Ｔａｂ．６　Ｓｅｌｆｔｅ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ｓｈ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预测虫害

等级
参数

虫害等级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１
个数 ７６ ２４ ２ ５ １０７

精度／％ ７１０ ２２４ １９ ４７ １００

２
个数 １６ １０７ １ ２ １２６

精度／％ １２７ ８４９ ０８ １６ １００

３
个数 １ ２ ３４ ２ ３９

精度／％ ２６ ５１ ８７２ ５１ １００

４
个数 ０ ０ ０ １９ １９

精度／％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２３　验证组样本检验分析
将１００组验证组样本分别代入判别函数式（６）～

（８），计算其函数值；利用最小距离法判定样本虫害
等级，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表７）。

表７显示，１００个验证组样本中，有 ７３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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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虫害等级被正确判别，而其余的２７个样本的虫害
等级判别错误，判别精度 ７３００％，预测准确率为

７５９９％，表明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分析预测马尾松毛虫
害等级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表 ７　验证组样本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结果

Ｔａｂ．７　Ｆｉｓｈ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

号
得分

判别

等级

实际

等级

１ －０２９３ １ １

２ －０４０９ １ １

３ －１２７３ ３ ３

４ －１０８０ ３ ３

５ －０９４５ ３ ３

６ －０２９３ １ １

７ －０３３２ １ １

８ －１１９６ ３ ３

９ －１１９６ ３ ３

１０ １０１４ ２ ２

１１ １０５３ ２ ２

１２ ０１１２ １ ２

１３ １５１６ ２ ２

１４ １１７５ ２ ２

１５ １２１３ ２ ２

１６ ００７３ １ ２

１７ ０８６０ ２ ２

１８ ０３２４ １ ２

１９ ０８９９ ２ ２

２０ １０２１ ２ ２

２１ １０２１ ２ ２

２２ ０１５７ １ １

２３ ０１５７ １ １

２４ ０１５７ １ １

２５ ０１５７ １ １

样本

号
得分

判别

等级

实际

等级

２６ ０３８８ １ １

２７ ０３４９ １ １

２８ －０８１４ １ １

２９ －１７１７ ３ ３

３０ －０８１４ １ １

３１ －０８５３ ３ １

３２ －０７７６ １ １

３３ －０７７６ １ ２

３４ －１５０９ ３ ３

３５ －１９０３ ３ ３

３６ －１９０３ ３ ３

３７ －１５０９ ３ ３

３８ －１９５６ ３ ３

３９ －１５６３ ３ ３

４０ －２０４６ ３ ３

４１ －０７３７ １ １

４２ －０９０４ ３ ３

４３ －１７６８ ３ ３

４４ －１７６８ ３ ３

４５ －１７１７ ３ ３

４６ －１７１７ ３ ３

４７ －０６９９ １ １

４８ －１９５６ ３ １

４９ －２０７２ ３ １

５０ －１９１８ ３ １

样本

号
得分

判别

等级

实际

等级

５１ －２０８０ ３ １

５２ －２００３ ３ １

５３ －４５４６ ４ １

５４ －４４６９ ４ １

５５ －４５４６ ４ １

５６ －１３９５ ３ １

５７ －１７２３ ３ １

５８ －１１４４ ３ ２

５９ －１６０８ ３ １

６０ －０２１０ １ ２

６１ －１９３１ ３ ２

６２ －１８９３ ３ ２

６３ －０５５８ １ ３

６４ －０９９７ ３ ２

６５ －２４１２ ３ ３

６６ －１９４２ ３ １

６７ －２０５７ ３ １

６８ －２０１９ ３ １

６９ －２３０３ ３ ３

７０ －０９３７ ３ ３

７１ －０９３７ ３ ３

７２ －２１６７ ３ ３

７３ －２５２９ ４ ４

７４ －２０５８ ３ ３

７６ －２７８８ ４ ４

样本

号
得分

判别

等级

实际

等级

７５ －２７４９ ４ ４

７７ －２７８８ ４ ４

７８ －２７８８ ４ ４

７９ －０７５５ １ １

８０ －０２５３ １ １

８１ －１５５５ ３ ３

８２ －１３０４ ３ ３

８３ －１３８１ ３ ３

８４ －１０１４ ３ ３

８５ －１４０１ ３ ３

８６ －１２２７ ３ ３

８７ －１２６５ ３ ３

８８ －１１１１ ３ ３

８９ －１５５５ ３ ３

９０ －１５１６ ３ ３

９１ －１４７８ ３ ３

９２ －１９８７ ３ ３

９３ －１２６５ ３ ３

９４ －１０１４ ３ ３

９５ －１３０４ ３ ３

９６ －１３０４ ３ ３

９７ －２４５５ ３ １

９８ －２４９３ ４ １

９９ －２３３９ ３ ３

１００ －２３７８ ３ ３

　　注：表示误判。

４　结束语

针对当前马尾松毛虫害等级遥感预测成果不足

的现状，依托野外实测数据、ＨＪ１ＣＣＤ多光谱数据
及气候、林分等部门数据，建立马尾松毛虫害等级的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函数。建模组自检结果显示，无危害、轻
度危害、中度危害及重度危害等 ４个虫害等级的判

别精度分别为 ７１０％、８４９％、８７２％、１００％，总判
别精度为 ８０８％；验证组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总
精度７３００％，预测准确率为７５９９％。上述结果证
实 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具备马尾松毛虫害４个等级的判别能
力，也证明国产 ＨＪ１ＣＣＤ数据对森林虫害有显著
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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