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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设置２个冬小麦品种不同氮素水平的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获取冬小麦关键生育期（返青期、拔节期、孕穗

期、灌浆期）的土壤氮素、植株氮素和冠层光谱数据，通过分析土壤氮素与植株氮素间的相关关系，间接构建土壤氮

素状况的光谱诊断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施氮水平冬小麦各生育期冠层光谱与麦田土壤氮素含量差异显著，土壤

硝态氮、碱解氮含量与冬小麦植株氮素含量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７２以上，相关系数分别在０７２～０８４和０７５～０８２

之间，均达极显著水平，而土壤全氮含量与冬小麦植株含氮量的相关性相对较差；研究证实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和比值植被指数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分别与土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具有重要的关系。另外，基于光

谱参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的土壤硝态氮估算模型（Ｒ２≥０７３９６）和基于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所构建的碱解氮含量估算模

型（Ｒ２≥０８１００）具有较好的估测能力，可以实现利用冠层光谱对土壤氮素状况的实时、快速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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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氮素是作物生产中的重要营养元素，也是农业

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元素之一
［１］
，合理施氮对于

提高作物产量、品质、氮素利用率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施氮不适量、不适时的现实情况，降低了氮肥利

用率，甚至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和土壤生态环境的污

染
［２］
。实时、快速、准确掌握作物和土壤氮素状况

是合理施氮的重要途径之一
［３］
。但依靠传统室内

化验分析的手段难以满足这一需求
［４－５］

。近年来，

高光谱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

了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６］
。

作物冠层光谱分析作为一种无损监测技术，对

获取作物营养和土壤养分信息，实施田间氮肥管理

具有重要意义。ＣＡＭＢＯＵ等［７］
利用近红外光谱技

术实现了土壤有机质的准确监测。ＮＡＷＡＲ等［８］
在

对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后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和土壤

粘粒含量的预测精度。ＡＲＡ＇ＵＪＯ等［９］
利用光谱技术

同时实现了土壤中 １２种理化性质的估测，效果较
好。以上研究是在采集土壤样品后室内条件下进行

的，研究结果难以直接应用于田间土壤理化性质的

估测。虽然一些研究针对大田的裸露表土进行了一

些土壤理化性质的估算，但是针对有作物生长的田

间土壤养分的快速诊断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
［１０－１２］

。诸多研究表明冬小麦冠层光谱与植株氮

素密切相关，ＦＥＭＡＮＤＥＺ等［１３］
用 ６６０ｎｍ和 ５４５ｎｍ

波段的线性组合估测了冬小麦植株的氮素含量。王

纪华等
［１４］
研究发现冬小麦中下层叶片光谱与氮素

含量关系密切。王树文等
［１５］
采用单变量 ＮＤＶＩ二

次函数回归模型进行了玉米苗期冠层氮含量的准确

估测，精度可达 ０８。叶晓青等［１６］
利用比值植被指

数 ＲＶＩ（８１０，６８０）实现了烤烟植株中层、上中层、上
中下层氮素积累量的准确反演。因此，探索利用冠

层光谱进行土壤养分的估算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ＣＨＲＩＳＴ等［１７］
研究指出棉花和大豆冠层光谱不仅能

反映作物生长状况，并且与田间土壤肥力特征有着

密切关系。ＤＩＫＥＲ等［１８］
对冠层反射光谱与植株含

氮量、植株含氮量与土壤无机氮含量做了相关研究，

指出可以用作物冠层反射光谱间接地对土壤无机氮

含量进行预测。从统计学角度来看，随着生育期的

推进，土壤剩余氮素会减少，作物氮素会增加，土壤

中减少的氮素量与作物中增加的氮素量存在一定关

系，不同生育期土壤氮素与作物氮素也存在某种关

系。分析冠层光谱、作物氮素含量和土壤氮素含量

之间的关系，实现作物氮素含量和土壤氮素含量状

况的反演，对于田间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利用光谱技术直接

探测作物养分和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较多，且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也有研究报道了利用作物为中间变

量来探究冠层光谱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并实现

棉花和水稻土壤理化性质的快速、准确监测
［１９－２０］

。

本文通过分析冬小麦冠层光谱参数与土壤硝态氮、

碱解氮含量以及全氮含量的关系，探究大田条件下

利用冬小麦冠层光谱间接、实时评价土壤氮素状况

的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试验１：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山西省闻喜县神柏乡

下岭后村试验田（东经 １１１°１０′１７″、北纬 ３５°２１′２０″）
进行。供试土壤类型为褐土，土壤呈中性、微碱性，

有机质、矿物质积累较多，肥力较高，腐殖质层较厚。

土壤耕层全氮含量为 ０４６ｇ／ｋｇ，碱解氮含量为
２４７６ｍｇ／ｋｇ，速效磷含量为 １５２６ｍｇ／ｋｇ，有机质含
量 ９７５ｇ／ｋｇ。供试品种为“运麦 ２１８”和“晋太
１７０”，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各
处理小区面积２０ｍ２（８ｍ×２５ｍ）。设 ５个施氮水
平，分别为０、７５、１５０、２２５、３００ｋｇ／ｈｍ２纯氮，以尿素
（含 Ｎ质量分数 ４６％）作氮肥，５０％基肥、５０％返青
后期施入。磷、钾肥以基肥一次性施入，过磷酸钙

（含 Ｐ２Ｏ５质量分数 １６５％）作磷肥，施磷量（Ｐ２Ｏ５）

１００ｋｇ／ｈｍ２；氯化钾（含 Ｋ２Ｏ质量分数 ６１５％）作钾

肥，施钾量（Ｋ２Ｏ）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
。冬小麦返青后一次

性追肥，田间光谱测试和采样时期分别为返青期、拔节

期、孕穗期和灌浆期，试验资料用于监测模型的构建。

试验２：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山西省闻喜县东
镇农田每隔一定距离选取样本３７份，试验田各处理
与下岭后村处理方法一致。分别在冬小麦返青期、

拔节期、孕穗期和灌浆期，测定冬小麦冠层光谱，采

集土壤样本并测定氮素指标，试验资料用于监测模

型的检验。

１２　测定方法
１２１　冠层光谱测定

冬小麦的冠层光谱数据测量采用美国 ＡＳ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ｖｉｃｅ）公司生产的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３
光谱仪，测量波长范围 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视场角度为
２５°。其中，３５０～１０００ｎｍ间的光谱采样间隔为
１４ｎｍ，光谱分辨率为 ３ｎｍ；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ｎｍ的光
谱采样间隔为 ２ｎｍ，光谱分辨率为 １０ｎｍ。测量时
间为１０：００—１４：００。观测时，探头垂直向下，距冠
层１５ｍ。每块麦田重复测量 ３次，每次测量前先
用白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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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氮素测定
在冬小麦返青期、拔节期、孕穗期、灌浆期，按五

点法在各小区选取 ５株代表性植株，在 １０５℃下杀
青３０ｍｉｎ之后，７５℃下干燥至质量恒定，称干质量，
然后粉碎，混合均匀。测定混合物的全氮含量用凯

氏定氮法
［２１］
。同时在相对应小区位点处的耕层

０～４０ｃｍ取土，每个小区取混合样，凯氏定氮法测
定土壤全氮含量

［２２］
，碱解扩散法

［２３］
测定土壤碱解

氮含量，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硝态氮含量。硝

态氮、碱解氮、全氮含量取所测数据的平均值。

１３　模型构建
以试验为基础，对处理过的冬小麦冠层光谱与

相应的土壤全氮、硝态氮和碱解氮含量进行相关性

分析，从而筛选出特征波段，根据特征波段计算光谱

参数，利用计算出的光谱参数与各种土壤类型氮相

关性分析，筛选出相关性极显著的光谱参数，选用相

关系数较大的光谱参数与土壤氮素建立监测模型。

光谱数据采用 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Ｐｒｏ进行预处理，试验数据
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

为了提高氮素监测的普适性，选择应用广泛、普

适度较高且能够表征作物长势指标的 ４个植被指
数：ＲＶＩ、ＮＤＶＩ、ＳＡＶＩ、ＤＶＩ（表１）。

表 １　典型的光谱参数计算方法

Ｔａｂ．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光谱参数 公式 文献序号

比值植被指数（ＲＶＩ） Ｒｎ／Ｒｒ ［２４－２５］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Ｒｎ－Ｒｒ）／（Ｒｎ＋Ｒｒ） ［２６－２７］

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ＳＡＶＩ） （１＋０５）（Ｒｎ－Ｒｒ）／（Ｒｎ＋Ｒｒ＋０５） ［２８］

差值植被指数（ＤＶＩ） Ｒｎ－Ｒｒ ［２９］

　　注：Ｒｎ、Ｒｒ分别为近红外、红光波段光谱反射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含氮量与冬小麦植株含氮量相关性分析

表２为不同生育期土壤含氮量与冬小麦植株含
氮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 ２可以看出，不同生
育期土壤全氮含量与冬小麦植株含氮量的相关性较

差，各生育期的相关系数都在０５以下，土壤全氮含
量能否评价土壤供氮能力有待进一步研究。土壤的

硝态氮和碱解氮含量与各生育期冬小麦植株含氮量

的相关系数分别在 ０７２～０８４和 ０７５～０８２之
间，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因此这２项指标都能客观
反映土壤供氮水平和潜力。李生秀等

［３０］
在盆栽和

大田试验研究中指出，作物的吸氮量与土壤硝态氮、

碱解氮含量有着密切相关性，与本文结果相符。其

原因可能是作为土壤速效氮的硝态氮和碱解氮决定

着土壤的供氮强度，直接快速地反映植株的含氮

　　　　　表 ２　不同生育期土壤含氮量与冬小麦
植株含氮量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生育期 硝态氮含量 碱解氮含量 全氮含量

返青期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４９

拔节期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４１

孕穗期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４２

灌浆期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４０

　　注：表示相关系数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下同。

量，而土壤全氮含量决定着土壤养分的供应容量，是

潜在的肥力标志，全氮含量的多少不能快速反映植

株的含氮量。

２２　土壤含氮量与冬小麦冠层光谱参数相关性分析
为了达到对土壤氮素实时、简便的预测效果，有

必要解决光谱波段冗余问题。在光谱波段中选择一

些敏感波段进行信息提取，不仅能够为后续植被指

数的构建提供较好波段选择来源，而且为植被指数

的筛选提供较高的比较标准，从而建立所需的光谱

监测模型。通过对冠层光谱进行测定，筛选出特征

波段，计算植被指数，建立遥感监测模型。

图 １　土壤硝态氮含量与冠层光谱反射率的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图 １为拔节期土壤硝态氮含量与冠层光谱反
射率相关性分析图。由图 １可知，６５０～６９０ｎｍ冠
层光谱反射率与土壤含氮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

中６８０ｎｍ处反射率与土壤含氮量相关性最好。６８０ｎｍ
是诸多遥感学家构建植被指数监测植被长势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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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的波长之一，ＳＨＡＲＡＢＩＡＮ等［３１］
提取的

ＳＰＡＤ的敏感波长也位于６８０ｎｍ附近。这一波长范
围属于叶绿素吸收波长范围，叶绿素强烈吸收使反

射率降低，同时氮素与叶绿素有密切的相关性，使得

氮 素 敏 感 波 长 也 在 这 一 范 围 内
［３２］
。７２０～

１３５０ｎｍ冠层光谱反射率与土壤含氮量呈正显著相
关关系，其中１０４０ｎｍ处反射率与土壤含氮量相关
性最好。这一波长范围属于近红外波段，近红外区

域比较高的反射率是叶片内部结构多次散射的结

果，而叶片内部结构与氮素密切相关，因此该区域光

谱反射率与氮素营养也有良好的相关性。同理，筛

选出其他生育期碱解氮、全氮含量的特征波长，经过

分析，相 关 性 最 佳 的 特 征 波 长 均 为 ６８０ｎｍ、
１０４０ｎｍ。

由于构成高光谱参数的可见光波段和近红外波

段既包含了叶片中叶绿素的信息，也包含了叶片组

织机构方面的信息，因此光谱参数与土壤氮素存在

理论上的相关性。表 ３为不同生育期土壤硝态氮、
碱解氮、全氮含量与冬小麦冠层光谱参数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参数 ＳＡＶＩ、ＲＶＩ、ＮＤＶＩ和 ＤＶＩ分别代表
土壤调节植被指数、比值植被指数、归一化植被指数

和差值植被指数。

表 ３　不同生育时期土壤氮含量与冬小麦冠层光谱参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ｗｈｅａｔ

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指标 生育期
光谱参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拔节期 －０９０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３８

土壤硝态氮含量 孕穗期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４１

灌浆期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４６

拔节期 －０８３ ０９３ ０８３ －０４８

土壤碱解氮含量 孕穗期 －０９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４０

灌浆期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８９ －０６３

拔节期 －０７３ ０６３ ０７１ －０４４

土壤全氮含量　 孕穗期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６２ －０３９

灌浆期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５９ －０４３

　　由表３可知，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与各生育期土壤
硝态氮、碱解氮和全氮含量的相关关系都未达到显

著水平，土壤全氮含量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因此土壤全氮含量与光谱参数不做进一步分析。土

壤硝态氮含量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１０４０，
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相关关系都达到极显著水
平，其中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呈负相关，与 Ｒ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呈正相关；土壤碱解
氮含量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相关关系也都达到极显著水平，其中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负相关，与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正相关，与土壤硝态氮含量和光谱参数
相关关系趋势相同。

２３　基于土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的遥感监测模型
由表３可以看出，土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与冬

小麦各生育期冠层光谱参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的相关性较好，都达
到了极显著水平。其中，土壤硝态氮与光谱参数相

关性最小的是孕穗期的土壤硝态氮含量与 ＮＤ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相关系数为 ０７９；土壤碱解氮含量与
光谱参数相关性最小的是孕穗期的土壤碱解氮含量

与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相关系数为
０８１；而 ３个生育期土壤全氮与光谱参数的相关系
数最大为拔节期土壤全氮含量与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相关系数为 ０７３，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可以用
光谱参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ＮＤ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建立相应回归模型实现对土壤硝态氮、
碱解氮含量的估测；但土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与

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的相关性较差，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土壤全氮含量与这４个光谱参数的相关性也都未达
到显著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土壤全氮含量和

植株含氮量相关性较差的影响。

从表 ３中选取与土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相关
性极显著的光谱参数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１０４０，
６８０）、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分别与土壤硝态氮、碱解氮
含量建立光谱监测模型（表 ４），由于这 ３个光谱参
数与土壤全氮含量的相关性较差，在此不建立土壤

全氮含量的预测模型。

表４中所建线性回归模型中，Ｙ表示土壤硝态
氮或碱解氮含量的预测值，Ｘ表示光谱参数。其中，
对拔节期、孕穗期和灌浆期建立的土壤硝态氮含量

线性预测模型中，以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为自变量时的
决定系数最大，相对误差（ＲＥ）、均方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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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土壤硝态氮和碱解氮含量线性估测模型

Ｔａｂ．４　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指标 生育期 光谱参数 线性回归模型 决定系数 Ｒ２ 相对误差 均方根误差／（ｍｇ·ｋｇ－１）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９６８８Ｘ＋３００３ ０８５００ ０１２１６ ００３１７

拔节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３９９Ｘ＋３０５ ０７５６９ ０１２７２ ００３５９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３６２８Ｘ－０１０ ０７０５６ ０１９１７ ００５８２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６４６５Ｘ＋３０２７ ０７３９６ ０２１４４ ００３５６

土壤硝态氮含量 孕穗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３３２Ｘ－１１３ ０７２２５ ０２４７２ ００４０４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２０４０Ｘ＋２１２ ０６２４１ ０２５９２ ００４８９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３９０７Ｘ＋２３７２ ０８２８１ ０１１０９ ００３１５

灌浆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９４Ｘ＋１２１ ０７２２５ ０１３４１ ００４１２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２２１６Ｘ－０９２ ０７２２５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４１１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３９３３９Ｘ－３１１０７ ０６８８９ ０２８４５ ００５８３

拔节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７４４７Ｘ－９５８０ ０８６４９ ０１０９１ ００３１１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４９４Ｘ－１０３７８ ０６８８９ ０２９３１ ００５９８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８２２１１Ｘ＋１８１４１ ０．６５６１ ０２９１５ ００６１０

土壤碱解氮含量 孕穗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４７９Ｘ＋２９４６ ０．８１００ ０１２１１ ００３７６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３２３１Ｘ－３１５２ ０６５６１ ０２８９１ ００５４６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８４４４６Ｘ＋１８１３３ ０７２２５ ０１３７１ ００４６７

灌浆期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２１１Ｘ＋５１１７ ０８１００ ０１２３２ ００３９７

ＮＤ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 Ｙ＝１３６３８Ｘ＋４０６１ ０７９２１ ０１３０１ ００４３８

图 ２　土壤硝态氮和土壤碱解氮含量实测值与预测值间的线性关系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ＭＳＥ）最小，表明以 ＳＡ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为自变量所
建模型最好；建立的土壤碱解氮含量预测模型中，分

别以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为自变量时的决定系数最大，
ＲＭＳＥ最小，表明以 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为自变量所建
模型最好。

为了检验模型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利用试验 ２

拔节期、孕穗期和灌浆期的数据对土壤硝态氮、碱解

氮含量与光谱参数间的相关方程进行测试，采用

Ｒ２、ＲＥ、ＲＭＳＥ对上述建立的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表４）。对预测值和实测值作 １∶１线性关系图直观
展示测试效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３个生育期的土壤硝态氮和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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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含量实测值和预测值拟合效果较好，且拟合系数

都在０６以上（表 ４）。其中，硝态氮含量以灌浆期
预测精度最高，拔节期次之，孕穗期最小；而碱解氮

含量则以拔节期预测精度最高，灌浆期次之，孕穗期

最小。这与土壤硝态氮和碱解氮含量线性模型的决

定系数规律、相对误差、均方根误差相一致，表明所

建模型是可行的。

３　结论

（１）不同生育期土壤全氮含量与冬小麦植株含
氮量的相关性较差，相关系数都在０５以下，能否作
为土壤供氮能力的评价指标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土

壤硝态氮、碱解氮含量与各生育期冬小麦植株含氮

量的相关系数分别在 ０７２～０８４和 ０７５～０８２之
间，达到了极显著水平，可客观地反映土壤供氮水平

和潜力。

（２）在可见光波段，光谱反射率随施氮水平的
增加而降低，而在近红外波段则随着施氮水平的增

加而增加。土壤氮素类型与植株氮素的相关率数达

到０７２以上，为极显著水平。因此，从数学角度来看，
土壤氮素类型与冠层光谱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３）通过分析土壤氮素类型与冠层光谱的相关
性，波段６５０～６９０ｎｍ、７２０～１３５０ｎｍ与土壤氮素含
量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本研究证实光谱参数 ＳＡ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ＲＶＩ（１０４０，６８０）分别与土壤硝态氮、碱
解氮含量具有重要的关系，分别构建了基于 ＳＡ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的土壤硝态氮光谱监测模型和基于 ＲＶＩ
（１０４０，６８０）的土壤碱解氮光谱监测模型，实现了可
利用冬小麦实测冠层光谱同步实现麦田土壤氮素状

况的间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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