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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谱红边位置提取算法的番茄叶片叶绿素含量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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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快速、准确估测番茄叶片叶绿素含量，分析了不同营养水平下的番茄叶片光谱红边参数变化规律，发现

红边位置最能表征番茄叶绿素状况，统计分析了 ６种算法提取的光谱红边位置的差异性，并为每种算法分别建立

了５种估测模型，验证结果表明每种红边位置提取算法所对应的最佳模型为线性四点内插法的指数曲线模型和其

他红边位置算法的对数曲线模型。其中线性外推法模型精度最高，校正集决定系数 Ｒ２ｃ为０６１８６，验证集决定系数

Ｒ２ｖ达到 ０７７１１，验证集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ｖ为 ８３５９６，可以有效诊断番茄叶绿素含量。线性四点内插法根据 ６７０、

７００、７４０、７８０ｎｍ４个波段的叶片反射率计算红边位置，运算简单，模型精度较高，Ｒ２ｃ为 ０６２１７，Ｒ
２
ｖ达到 ０７６６６，

ＲＭＳＥｖ为 ８５６８２，可以作为开发番茄叶绿素含量监测仪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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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物生长过程中，叶绿素是参与光合作用的主

要色素，也是合成作物叶片氮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叶绿素浓度直接影响代谢活动、生长周期和产量形

成
［１－２］

。大量研究表明反射光谱、微分光谱及植被

指数具有定量反演作物生化参数的能力，可以有效

克服人工观测主观性强、效率低下的弊端，又可以解

决遥感技术受分辨率、空域条件、气象状况、时间周

期等因素制约的问题
［３－８］

。另外，截止到 ２０１４年，
我国设施蔬菜总产量超过２７亿 ｔ，占蔬菜总产量的
３９４％，其中番茄是最重要的栽培作物之一，对于番
茄叶绿素光谱诊断，部分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

姜伟杰等
［９］
提出番茄叶绿素含量的敏感光谱波段

为５３２、６１０、７００ｎｍ；赵国富等［１０］
分析了光谱反射率

与叶绿素含量的相关关系；丁永军等
［１１－１２］

利用番茄

叶绿素微分光谱特征参量及 ３８４、４０５、４３６、５５４、
６７５、６９３ｎｍ处的吸光度建立了预测模型。

上述研究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温室栽培番茄长势的监测诊断机理与方法的

相关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可被广泛应用的

研究成果。又因为温室环境下光照强度及光谱构成

有别于大田栽培，因此有必要对温室环境下的番茄

营养光谱诊断进行深入研究，构建计算简单、精度较

高的预测模型，为番茄叶绿素含量监测仪器的开发

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作物叶绿素对红光的强烈吸收，及对近红

外光的多次散射，通常在 ６６０～７８０ｎｍ之间形成陡
而直的红边，常用的红边参数包括红边位置、红边幅

值、红边面积、最小振幅等。ＦＥＮＧ等［１３－１８］
研究了

红边特征与小麦、生菜、草地、森林氮素或叶绿素含

量的相关性；ＬＩ等［１９］
研究了光谱带宽及作物生长环

境对红边参数提取的影响；陈兵等
［２０－２１］

利用红边参

数识别了棉叶萎病害和小麦条锈病；还有学者利用

６６０～７８０ｎｍ范围内微分光谱曲线的几何特征定义
了新的红边参数

［２２－２４］
。

红边位置是红边区域变化最快的波段，当作物

叶绿素含量增加时，红边位置会向红外方向偏移，当

叶绿素含量减少时，红边位置则向相反方向变化，因

此红边位置可以作为有效的叶绿素含量指示参数，

常用的红边位置提取算法包括最大一阶导数法、多

项式拟合法、拉格朗日法、线性外推法、倒高斯模型

法和线性四点内插法
［２５－２７］

。

本试验以温室番茄为研究对象，研究作物光

谱特性与叶绿素含量间的变化规律，对比 ６种算
法提取光谱红边位置的差异性及对估测模型的影

响。

１　方法与材料

试验在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可控

温室内进行，育苗前晒种 ３ｄ后用福尔马林 ５００倍
液浸种１ｈ，再置于２５℃的环境下进行３ｄ催芽，之后
在营养皿中进行播种育苗，待苗高达到１０～１５ｃｍ后选
择茎秆粗壮、多绒毛的大壮苗定植于栽培基质，设计

４种营养水平（Ｔ１～Ｔ４），基质草炭、蛭石质量配比
依次为１∶０、４∶１、１∶１、０∶１，每 ３０ｃｍ×４０ｃｍ区域定
植番茄１株，共植４０株。定植２０ｄ及开花坐果期分
别实施缓效复合肥一次。通常每 ２～３ｄ灌水一次。
始花坐果期是番茄从营养生长过渡到生殖生长与营

养生长同等发展的转折时期，直接关系到果实器官

形成和产量，分别于番茄移植后 ３０ｄ（始花坐果
期）、５０ｄ（结果初期）、８５ｄ（结果期）、１１２ｄ（拉秧
期），采集叶片光谱，测定叶片叶绿素含量，前后共

采集样本１０８个。光谱分析及数据处理过程中，使
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０ａ（Ｍａｔｈｗｏｒｋｓ，美国）进行红边参数提
取，使用 ＳＡＳ９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美国）和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美国）进行红边参数统计分
析及番茄叶绿素含量估测模型建立。

１１　光谱数据采集
番茄叶片光谱反射率采集选择晴朗或少云天

气，在 １１：００—１５：００ 时 段 进 行，使 用 ＡＳＤ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ＴＭＨＨ型便携式光谱辐射仪（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Ｉｎｃ．），采集前通过标准白板进行仪
器标定，每组样本由４片叶面积最大的叶片构成，测
量时光谱辐射仪探头垂直向下，距样本 ２５ｃｍ左右，
每组反复测量３次取平均值。
１２　叶绿素含量测定

采用７５２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测定叶绿素含量，按丙酮和无水

乙醇质量比 ２∶１配置萃取液，剔除叶脉称取叶片
０４ｇ置于２５ｍＬ萃取液中，在背光处浸泡 ２４ｈ后，
测量６４５、６５２、６６３ｎｍ３个波长处的吸光度，计算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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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素含量。

１３　红边位置提取算法

采用以下６种算法对红边位置进行提取［２５－２７］
：

最 大 一 阶 导 数 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线 性 四 点 内 插 法 （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ｕｒｐ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多项式拟合法（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倒高斯拟合法（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拉 格 朗 日 法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线 性 外 推 法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１４　模型建立及评价方法

采用线性回归ｙ＝ａｘ＋ｂ、对数曲线回归ｙ＝ａｌｎｘ＋
ｂ、乘幂曲线回归 ｙ＝ａｘｂ、指数曲线回归 ｙ＝ａｅｂｘ、二
次多项式回归 ｙ＝ａｘ２＋ｂｘ＋ｃ５种方法建立番茄叶
片叶绿素含量模型，并由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进

行模型评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番茄光谱特征及红边参数
图１为 ４种养分胁迫（Ｔ１～Ｔ４）处理下的番茄

结果期（５０ｄ）叶片６６０～７８０ｎｍ范围内的光谱及其
一阶导数曲线，Ｔ１～Ｔ４对应的叶绿素含量依次为

１４３、２９７、４０３、５０４ｍｇ／Ｌ。图 １ａ为原始光谱曲
线，可以看出番茄结果期 ４种养分胁迫下的叶绿素
平均含量和光谱曲线差异显著，红光被叶绿体吸收

进行光合作用，６８０ｎｍ附近形成波谷，６９０～７６０ｎｍ
范围，曲线陡而接近直线，随叶绿素含量的增加该直

线向红外方向偏移明显，反射率也随之降低。图 １ｂ
为一阶导数光谱曲线，４种处理下的红边位置分别
为６９７、７００、７１４、７１８ｎｍ，随叶绿素含量改变呈现出
明显的差异性，而 Ｔ１、Ｔ２、Ｔ３的红边幅值变化不显
著，均在 ００１５附近，Ｔ２、Ｔ３、Ｔ４的红边面积又均在
０７左右，红边位置处光谱反射率 Ｔ１、Ｔ２接近０２９，
Ｔ３、Ｔ４接近０４３。

表１为番茄结果期（５０ｄ）所采集到的 ４０条光
谱信息所对应的红边参数统计，红边幅值与叶绿素

含量相关系数仅为０１８４７，而且从极差和变异系数
可知红边幅值不足以表征作物叶绿素水平。红边面

积、红边位置反射率与叶绿素含量相关性分别为

０５０９８、０６２７０，可以作为作物叶绿素诊断的参考
特征参量，对预测模型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分析。红

边位置的相关性达到 ０８７１８，极差为 ３０００００，所
以本文在红边参数中着重分析红边位置的提取及对

叶绿素预测模型的影响。

图 １　番茄叶片红边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ｄｅｄｇ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ｌｅａｖｅｓ
　

表 １　番茄光谱红边参数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ｒｅｄｅｄｇ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变异系数 相关系数

红边幅值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２８ ０１５５６ ０１８４７

红边位置 ７０８９０００ １００７８７ ７２４００００ ６９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８７１８

红边面积 ０６７９９ ０１０９０ ０９６５３ ０３５５４ ０６０９９ ０１６０３ ０５０９８

红边位置反射率 ０３７９８ ００８６０ ０５５９７ ０２５０３ ０３０９４ ０２２６５ ０６２７０

２２　红边位置提取算法结果分析
图 ２为６种红边算法提取的红边位置直方图。

线性四点内插法提取的红边位置集中于６９５～
７０２ｎｍ，饱和现象明显，当叶绿素含量较高时，表
现较不敏感。最大一阶导数法提取的红边位置分

布均匀，并在 ７００ｎｍ和 ７１８ｎｍ附近形成双峰，加
之光谱导数能有效剔除背景干扰，说明导数红边

能较好地表征作物叶绿素变化。倒高斯拟合法提

取的红边差异性较小，多集中于 ７０１～７１１ｎｍ，其
值偏大，不合适用于作物叶绿素诊断。由于拉格

朗日法基于一阶微分，所以其分布与导数法类似。

而线性外推法和多项式拟合法提取的红边位置分

布较均匀，变幅较大，可以作为叶绿素含量诊断的

备选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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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算法提取的红边位置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ＲＥＰ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表２为６种算法提取的红边位置统计分析。线
性四点内插法均值为 ７１３８４２６，其值偏大，相关系
数为０７１００，仅高于倒高斯拟合法，分析其原因可
能跟所选取的 ４点有关。倒高斯拟合法标准差最
小，为５１３０８，且相关系数最小，为 －０５５５９，其原

因可能和反射率最低点和最高点的选取有关，而且

拟合时采用迭代逐步逼近还是转换为线性拟合也对

其结果有较大的影响。最大一阶导数法、拉格朗日

法、线性外推法统计结果接近。多项式拟合法运算

量最大，但拟合精度最高，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１６８。

表 ２　番茄光谱红边位置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ｒｅｄｅｄ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算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变异系数 相关系数

线性四点内插法 ７１３８４２６ ７４８５３ ７２１０４５５ ６７４７０２６ ４６３４２９ ００１０５ ０７１００

最大一阶导数法 ７０６０４７２ ９１８７３ ７２４００００ ６８９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８００９

倒高斯拟合法 ７０５９１７６ ５１３０８ ７１７３７５８ ６７９００００ ３８３７５８ ０００７３ －０５５５９

拉格朗日法 ７０５０３５７ ９１５１４ ７２２６７３８ ６８８２７３４ ３４４００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８０３６

线性外推法 ７０６３３０３ ８３９０１ ７２１００００ ６８３５６３２ ３７４３６８ ００１１９ ０８０２１

多项式拟合法 ７０５６５０９ ８８３８３ ７１９００００ ６８５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８１６８

２３　红边位置提取算法对预测模型的影响
对 ４次采集的原始光谱数据（共 １０８个样本）

计算马氏距离，并设 σ＝３，剔除异常样品 ４个。对
剩余的 １０４个样本，随机分成校正集 ６８个样本，验
证集３６个样本，对每种红边位置提取算法分别建立
线性模型、对数曲线模型和乘幂曲线模型、指数曲线

模型、二次多项式模型。建模、验证及评价结果如

表３所示，可以看出每种算法二次多项式模型的决
定系数都较高，但验证集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ｖ）偏

大，拉格朗日法对应的该类模型 ＲＭＳＥｖ甚至达到
１８４４１８，所以在最优预测方案中排除此类模型。
综合校正集决定系数 Ｒ２ｃ、验证集决定系数 Ｒ２ｖ、
ＲＭＳＥｖ３个指标，对线性四点内插法选择指数曲线
模型，其他红边位置提取算法选择对数曲线模型，经

比较各方法优劣，依次为线性外推法、多项式拟合

法、线性四点内插法、拉格朗日法、最大一阶导数

法、倒高斯拟合法。其中，线性外推法能很好地解决

导数曲线的双峰问题，模型精度最高，校正集决定系

数 Ｒ２ｃ为０６１８６，验证集决定系数 Ｒ
２
ｖ达到 ０７７１１，

ＲＭＳＥｖ为８３５９６，说明该方法可以满足叶绿素诊断
的实际要求，但考虑到试验中的数据采集环境相对

稳定，模型也没有考虑光照强度、作物冠层结构和栽

培基质的影响，所以模型有待进一步验证和调整，在

此过程中可以尝试引入高斯过程回归、支持向量回

归、人工智能网络等先进的机器学习方法；线性四点

内插法只需知道 ６７０、７００、７４０、７８０ｎｍ４个波长的
叶片反射率，计算过程简单，且模型精度较高，可以

作为开发番茄叶绿素含量监测仪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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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番茄叶片叶绿素估测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Ｔａｂ．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ｌｅａｆ

算法 模型 校正集决定系数 验证集决定系数 验证集均方根误差

ｙ＝１９７１１ｘ－１３７３６ ０４９３７ ０６７６９ ９８５８５

ｙ＝１３９４５ｌｎｘ－９１２９６ ０４９１７ ０６７４０ ９９３０６

线性四点内插法 ｙ＝００８８６ｘ２－１２３６６ｘ＋４３１６２ ０５５８９ ０７６８２ １０２４１５

ｙ＝３×１０－１７３ｘ６０９６２ ０６２０１ ０７６６５ ９３７９１

ｙ＝６×１０－２６ｅ００８６１ｘ ０６２１７ ０７６６６ ８５６８２

ｙ＝１４４０６ｘ－９８３３３ ０６０９７ ０７０４６ ９５２６６

ｙ＝１０２０ｌｎｘ－６６５６７ ０６１１８ ０７０７１ ９４７６０

最大一阶导数法 ｙ＝－００７０２ｘ２＋１００６６ｘ－３６０４４ ０６８１７ ０８０８０ １１２４１９

ｙ＝３×１０－１１１ｘ３９３１６ ０５８８０ ０５９２０ １１４３９０

ｙ＝３×１０－１６ｅ００５５５ｘ ０５８５３ ０５８８９ １１６５８３

ｙ＝－２７２０１ｘ＋１９５５１ ０５３７２ ０６１５０ １４６８３２

ｙ＝－１９１９２ｌｎｘ＋１２６２４ ０５３７４ ０６１４１ １０８７８７

倒高斯拟合法 ｙ＝００２０１ｘ２－３１１４６ｘ＋１１９８１ ０５３８３ ０６０４５ １１０１８７

ｙ＝１×１０１９４ｘ－６７６３７ ０４２５７ ０５１０６ １７１９９１

ｙ＝８×１０３０ｅ－００９５９ｘ ０４２６２ ０５１２７ １２１７９１

ｙ＝１４５３４ｘ－９９０９３ ０６１４１ ０７０８８ ９４６００

ｙ＝１０２７５ｌｎｘ－６７０４９ ０６１６２ ０７１４４ ９４２８３

拉格朗日法 ｙ＝－００７４ｘ２＋１０５８７ｘ－３７８３５ ０６８８７ ０８１９２ １８４４１８

ｙ＝４×１０－１１２ｘ３９６０６ ０５９２１ ０５９４６ １２２９９３

ｙ＝２×１０－１６ｅ００５６ｘ ０５８９５ ０５９１５ １１５４２６

ｙ＝１６４１９ｘ－１１２５３ ０６１７５ ０７７０５ ８３５２９

ｙ＝１１５８８ｌｎｘ－７５６７６ ０６１８６ ０７７１１ ８３５９６

线性外推法 ｙ＝－００２５６ｘ２＋３７７０４ｘ－１３８４０ ０６３００ ０７６９０ １０９８０６

ｙ＝４×１０－１３１ｘ４６２６７ ０６５０７ ０６６７０ １０５９１９

ｙ＝２×１０－１９ｅ００６５５ｘ ０６４８４ ０６６３４ １１９０１８

ｙ＝１５４３６ｘ－１０５５６ ０６１５５ ０７６７０ ８４７２８

ｙ＝１０８４１ｌｎｘ－７０７７２ ０６１４９ ０７６６５ ８６１５１

多项式拟合法 ｙ＝０００９５ｘ２－１１８１ｘ＋３６３６１ ０６１７９ ０７６８８ ８４６９１

ｙ＝５×１０－１２６ｘ４４４９７ ０６６９９ ０７１３６ ９５６２７

ｙ＝１×１０－１８ｅ００６３３ｘ ０６６９４ ０７１０３ １１０５９７

３　结论

（１）分析了不同营养水平下的番茄叶片光谱红
边参数变化规律，使用线性四点内插法、最大一阶导

数法、倒高斯拟合法、拉格朗日法、线性外推法和多

项式拟合法分别计算了 １０４个样本的红边位置，并
为每种算法建立了５种回归模型。

（２）随着叶绿素含量的增加，红边向红外方向
偏移明显，反射率也随之降低，红边位置与叶绿素含

量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７１８。红边幅值变化不显著，
其值均在００１５附近，且与叶绿素含量相关系数很
低，仅为０１８４７，而且从极差和变异系数分析可知
红边幅值不足以表征作物叶绿素水平。红边面积、

红边位置反射率与叶绿素含量相关系数较高，分别

为０５０９８、０６２７０，可以作为作物叶绿素含量诊断
的参考特征参量，对预测模型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分

析。

（３）线性四点内插法提取的红边位置集中于
６９５～７０２ｎｍ，存在饱和现象，均值为 ７１３８４２６，其
值偏大，当叶绿素含量较高时，表现的较不敏感。最

大一阶导数法、拉格朗日法、线性外推法和多项式拟

合法提取的红边位置分布均匀，变幅较大，可以作为

叶绿素诊断的备选特征参数。倒高斯拟合法提取的

红边位置标准差仅为５１３０８，且与叶绿素含量的相
关系数为 －０５５５９，不适用于作物叶绿素含量诊
断。

（４）综合建模结果的 Ｒ２ｃ、Ｒ
２
ｖ、ＲＭＳＥｖ３个指标，

虽然二次多项式模型决定系数较高，但均方根误差

偏大。对线性四点内插法选择指数曲线模型，其他

红边位置算法选择对数曲线模型。线性外推法能很

好地解决导数曲线的双峰问题，模型精度最高，校正

集决定系数 Ｒ２ｃ为０６１８６，验证集决定系数 Ｒ
２
ｖ达到

０７７１１，ＲＭＳＥｖ为 ８３５９６，可以有效诊断番茄叶绿
素含量；线性四点内插法可以根据 ６７０、７００、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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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０ｎｍ４个波长的叶片反射率构建预测模型，计算
简单，模 型 精 度 较 高，Ｒ２ｃ 为 ０６２１７，Ｒ２ｖ 达 到

０７６６６，ＲＭＳＥｖ为８５６８２，可以作为开发番茄叶绿
素含量监测仪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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