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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利用数码影像快速提取马铃薯覆盖度，首先，利用植被覆盖度提取算法从地面数码影像中获取马铃薯覆

盖度实测值；然后，通过植被指数提取法和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对无人机数码影像进行处理，分别获取各个研究小

区的马铃薯覆盖度；提出利用颜色转换空间 ＨＳＩ（Ｈ Ａ法）从无人机数码影像中快速提取马铃薯覆盖度；最后，对

Ｈ Ａ法、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和植被指数提取法 ３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精度比较。结果表明，Ｈ Ａ法估测的

植被覆盖度的精度最高，均达到 ０９１以上，拟合函数拟合度为 ０９７；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次之，最低精度为 ０７５，

拟合度为 ０８２；植被指数提取法最差，最低精度为 ０７４，拟合度为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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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植被覆盖度是指观测区域植被冠层的垂直投影

面积与土壤总面积的比值，即植土比
［１－３］

。植被覆

盖度是反映植被基本情况的客观指标，是农学、生态

学等学科所关注的重要参数。植被覆盖度测量方法

的准确度，直接决定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植被覆盖度测量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简单目估

法、采样法、仪器测量计算法、遥感监测法等。

目估法是传统的快速获取植被覆盖度估测方

法，简单、易行，但主观随意性较大，其测算结果和目

估对象的实际覆盖度大小及测量人的经验密切相

关，有 研 究 表 明，个 人 目 估 最 大 误 差 可 达

４０４％［４－５］
。采样法是通过设定样方，将样针在试

验田一根根垂直投下，记录植被被样针击中的数目，

然后计算击中数目占总样针数目的比值作为植被覆

盖度，这种方法虽然准确，但操作复杂，且十分耗

时
［６］
。仪器法是采用专门的仪器，如空间定量计、

移动光量计和照相机等直接进行覆盖度的测量，其

中照相法具有简单、经济等优势，应用比较广

泛
［７－１２］

。如 ＧＵＩＪＡＲＲＯ等［８］
基于数码影像和纹理

特征，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识别田间杂草；张清平

等
［９］
利用颜色分析软件 ＷｉｎＣＡＭ，通过颜色比对提

取植被，并求得植被覆盖度；池宏康等
［１０］
利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通过分别统计图像
中的植被像元数量和样地像元数量计算草地植被盖

度；章超斌等
［１１］
利用 ＲＧＢ决策树法提取新疆阜康

市的草原区植被覆盖度；任杰等
［１２］
利用归一化差异

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ＮＤＩ）对数字影像
进行处理，提取植被覆盖度信息；胡健波等

［４］
选取

超绿特征作为植被指数，通过设定阈值提取草地覆

盖度。遥感监测法是指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植被覆盖

度计算的方法。近年来，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精度

的提高和数字图像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应用最为

广泛的遥感监测方法是植被覆盖度与光谱指数的相

关性及回归模型法
［１３－１４］

。但其操作较为复杂，测量

时间长，限制条件多，效率低等，因此不易推广。无

人机遥感技术以其灵活性高、影像获取时间短、成本

低等优势，在森林资源调查、农情实时监测等方面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
［１５－２３］

。如李冰等
［１５］
对冬小麦不同

生长阶段的覆盖度进行无人机遥感监测。路炳军

等
［１６］
利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图像快速获取植被覆盖

度。张学霞等
［１７］
通过选取植被和非植被的感兴趣

区域，分析各自的光谱信息规律，利用线性混合像元

分解的方法获取植被覆盖度。ＺＨＯＵ等［１８］
利用数

码影像，通过结合光谱和纹理的非监督分类方法提

取草地覆盖度。赵静等
［１９］
采用监督分类与可见光

植被指数统计直方图相结合确定阈值的方法进行玉

米植被覆盖度的提取。ＴＯＲＲＥＳＳ?ＮＣＨＥＺ等［２０］
利

用无人机的数码影像提取出图像指数，完成数码影

像小麦信息的提取。ＢＥＮＤＩＧ等［２１］
利用作物表面

模型结合无人机可见光、近红外影像进行大麦生物

量监测。刘焕军等
［２２］
利用航空高光谱数据，建立棉

花光谱指数与产量的关系，实现田块尺度的棉花产

量预测。刘峰等
［２３］
通过比较像元各波段反射率，对

植被像元与土壤像元进行区分，进而得到影像的植

被覆盖度。

以上植被覆盖度研究大多数是利用地面的传统

方法及部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而利用无人机影像

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提出一种利用颜色转换空间

ＨＳＩ从无人机数码影像快速提取植被覆盖度的算
法，并将此方法与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ＥＸＧ指数
法进行比较，旨在探求一种更加客观、适用性更强、

耗时更少、准确性更高的植被覆盖度提取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实验于２０１９年３—７月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

镇国家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开展。该区域位于小

汤山镇（北纬４０°１１′１８″，东经 １１６°２７′５″）东北部，平
均海拔为３６ｍ，气候为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天、秋天较短。

平均全年无霜期１８０ｄ。

图 １　研究区区位及小区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ｏｔ

研究区区位及实验小区分布如图１所示。实验
品种设２个水平：中薯 ３（右）、中薯 ５（左）；密度设
３个水平：６００００株／ｈｍ２（Ｔ１）、７２０００株／ｈｍ２（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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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处理）、８４０００株／ｈｍ２（Ｔ３）；６个处理，每个处
理３个重复，共 １８个实验小区。东西总长 ３９６ｍ，
南北总长１５ｍ（不包括保护行），小区尺寸５ｍ×６６ｍ。
１２　数据获取

实验开始前在实验小区内随机放置 １３ｍ×
１３ｍ的白色方框作为研究小区，研究小区的方框
需要垂直或平行于实验作物行。本研究所使用的数

据分为两类：①无人机数码影像，采用大疆公司生产
的精灵系列４Ａ产品获取，无人机部分参数见表 １。

②地面数码影像，采用佳能公司 Ｇ系列的 Ｇ１６型相
机获取，地面数码相机部分参数见表２。

表 １　无人机部分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ＵＡＶ

　　　　参数 数值

质量／ｇ １３９１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ｋｍ·ｈ－１） ５０

最大起飞海拔／ｍ ６０００

飞机电池电压／Ｖ １５２

飞机电池容量／（ｍＡ·ｈ） ５８７０

相机有效像素 ２０００万

最大分辨率／（像素 ×像素） ４８６４×３６４８

表 ２　地面数码相机部分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

　　　　参数 型号与数值

镜头 伸缩式

传感器 ＣＭＯＳ

处理器 ＤＩＧＩＣ６

有效像素 １２１０万

最大分辨率／（像素 ×像素） ４０００×３０００

　　无人机数码影像拍摄于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６日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拍摄时天气晴朗，无云，微风，飞行高
度为２０ｍ，属超低空飞行，获得的图像基本不受大
气因素影响。拍摄时无人机相机镜头保持垂直向下。

由于本研究对中心波长的位置和波段范围并无严格

要求，故对所获取的影像没有进行辐射定标
［２４］
。地面

数码影像拍摄时间为当天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拍摄高度
２ｍ，相机位于研究小区正上方，保持水平拍摄。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植被覆盖度提取算法

植被 覆 盖 度 提 取 算 法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ＶＣＥＡ）是学习借鉴了多篇求取
植被覆盖度的相关文献的思路和想法

［４，１４，２５］
，并对

其中部分方法进行了优化。算法原理如下：首先，利

用颜色转换空间 ＨＳＩ进行研究区外实验区的处理，
再通过过绿植被指数对前一步得到的研究区进行剔

除绿色植被处理；然后通过最大类间方差（Ｏｔｓｕ）求

取阈值的方法进行剔除土壤处理；通过形态学阈值

法去除土壤上的植被（杂草）；形态学原理进行去

噪；最后分别提取植被像素数与总像素数并得到比

值，即植被覆盖度。

１３２　植被指数提取法
植被指数提取法（ＥＸＧ指数法）是利用 ＥＮＶＩ

软件对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软件拼接完成的数码影像构建植
被指数，如过绿植被指数（Ｅｘｃｅｓｓｇｒｅｅ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Ｇ＝
２Ｇ－Ｂ－Ｒ），并利用双峰阈值法确定阈值，将植被指数
大于阈值的像素归为植被，小于阈值的像素归为背景，

利用ＥＮＶＩ的分析功能获取植被占比，即植被覆盖度。
１３３　监督分类法

监督分类又称训练分类法，即用被确认类别的

样本像元识别其他未知类别像元的过程
［１］
。本文

利用最大似然法对拼接完成的数码影像进行监督分

类，将图像分成植被和非植被两类，提取出图像中植

被部分后，计算植被覆盖度。最大似然法是根据训

练样本的均值和方差来评价其他像元和训练类别之

间的相似性。

１３４　颜色转换空间 ＨＳＩ算法
提出一种利用颜色转换空间 ＨＳＩ实现的算法

（Ｃｏｌ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ＨＳＩ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 Ａ），此算
法从数码影像中快速提取植被覆盖度。其原理为：

首先利用 ＨＳＩ空间的 Ｓ通道进行去除白色处理，其
间使用了最大类间方差法获取阈值去白色，并采用

了形态学处理去噪；其次是利用 ＨＳＩ空间的 Ｈ通道
进行去土壤处理，期间同样使用了最大类间方差法

获取阈值以及形态学处理；然后合成伪彩色植被图

像；最终分别计算原图像的总像元数和伪彩色植被

图像的总像元数，求比值获取结果，即植被覆盖度。

２　结果分析

首先利用 ＶＣＥＡ法对地面所获取的各小区的数
码影像进行处理，得到各小区的分类效果图及分类

结果，以此作为覆盖度实测值。由于分类效果图较

大，故本文中仅随机显示其中 ６个研究小区的分类
效果图，见图２。然后利用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软件对无人机
获取的数码影像进行预处理，包括对齐影像、建立密

集点云、生成网格、生成纹理和生成正射影像，再分

别利用 ＥＸＧ指数法、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对各个研
究小区进行处理，得到各研究小区的分类效果图及

分类结果，即植被覆盖度。综合分析不同方法所得

到的分类结果，见表 ３。利用预测值和实测值分别
计算得到各个研究小区不同方法的预测精度，见

表４。此外，从获得的无人机数码影像中选取几幅
包含较多研究小区的影像，利用处理软件将各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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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实测值处理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
　

究小区进行裁剪并命名，然后利用 Ｈ Ａ法分别对
各个研究小区进行处理，获取相对应的分类效果图

和分类结果，见图 ３。利用所获得的预测值与实测
值建立对应的函数模型，结果见图４。

表 ３　分类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

小区编号 实测值 ＥＸＧ指数法 监督分类法 Ｈ Ａ法

ｎ０１ ２９５８ ３０１８ ３１１２ ２９９５

ｎ０２ ３５０６ ３１９１ ３９６７ ３６８８

ｎ０３ ２９３５ ２８１６ ３３４６ ３０１５

ｎ０４ ３４０８ ３８１３ ３７４６ ３４７８

ｎ０５ ３９０４ ４１４９ ４１５５ ４０１１

ｎ０６ ４０００ ３６９８ ４２９０ ３９５６

ｎ０７ ３４１７ ３８３５ ３６７２ ３５５９

ｎ０８ ３４１８ ３７０８ ３３８６ ３４６０

ｎ０９ ３４０３ ３６３１ ３３５０ ３４９４

ｎ１０ ３３８９ ４０６９ ３８４３ ３１２１

ｎ１１ ３９９６ ４００９ ３７１２ ３９５７

ｎ１２ ３８８８ ４８６０ ４２３０ ３９８２

ｎ１３ ４１５５ ５５８０ ４４８７ ４０７５

ｎ１４ ３４８８ ３８７８ ３２６８ ３５８５

ｎ１５ ３５０６ ４５７１ ４００４ ３５６０

ｎ１６ ２５９４ ３２２４ ３０２６ ２８２２

ｎ１７ １５４２ １７３２ ２０５５ １６８４

ｎ１８ ２２６７ ２５１８ ２６９９ ２１３２

均值 ３３２０ ３６８３ ３５８５ ３３６５

　　由图２研究小区原图与对应的分类效果可以看
出，ＶＣＥＡ法分类结果较为准确，贴近于真实情况，
所测得覆盖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故以 ＶＣＥＡ法的
提取结果作为马铃薯覆盖度的实测值。从图３中可
以看出，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ＥＸＧ指数法和 Ｈ Ａ
法处理得到的影像效果与真实影像存在部分差别，

但可以直观看出，Ｈ Ａ法所获得的效果图和原图

表 ４　分类结果精度

Ｔａｂ．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小区编号 真值 ＥＸＧ指数法 监督分类法 Ｈ Ａ法

ｎ０１ １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８

ｎ０２ １ ０９１ ０８８ ０９５

ｎ０３ １ ０９５ ０８７ ０９７

ｎ０４ １ ０８９ ０９０ ０９７

ｎ０５ １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７

ｎ０６ １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９８

ｎ０７ １ ０８９ ０９３ ０９６

ｎ０８ １ ０９２ ０９５ ０９８

ｎ０９ １ ０９３ ０９８ ０９７

ｎ１０ １ ０８３ ０８８ ０９２

ｎ１１ １ ０９９ ０９２ ０９９

ｎ１２ １ ０８０ ０９１ ０９７

ｎ１３ １ ０７４ ０９２ ０９８

ｎ１４ １ ０８９ ０９３ ０９７

ｎ１５ １ ０７６ ０８７ ０９８

ｎ１６ １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１

ｎ１７ １ ０８９ ０７５ ０９１

ｎ１８ １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９４

均值 １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９６

的真实轮廓差距最小，最接近于真实图，监督分类法

次之，ＥＸＧ指数法最差。从表３中可以看出，３种不
同处理的分类结果与真实值差别，总体看来，３种方
法大多数均出现多分现象，其中 Ｈ Ａ法的分类结
果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普遍较小，误差大多数在

１％左右，最大的误差为 ２２８％，覆盖度平均值误差
为０４５％；监督分类法分类结果与实测值的误差最
大５１３％，平均误差为 ２６５％；ＥＸＧ指数法分类结
果与实测值的误差最大为 １４２５％，平均误差为
３６３％。综上所述，Ｈ Ａ法分类效果最好，监督分
类法结果次之，ＥＸＧ指数法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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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处理方法的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 ４　实测值与预测值函数模型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由表４可以看出，利用 Ｈ Ａ法得到的处理结

果精度最高，精度均达到 ０９１以上，最高达到

０９９，而精度均值达到 ０９６，具有很高的准确性；监
督分类法的精度次之，最低为０７５，最高达到 ０９８，
精度均值为 ０９０，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但较为不稳
定，人工干预较大；ＥＸＧ指数法精度最差，最低为
０７４，最高达到０９８，精度均值为 ０８８，具有较好的
准确性，但也不稳定。图 ４是由得到的实测值与
３种不同方法获取的预测值所建立的函数模型，从
中可以看出，Ｈ Ａ法的覆盖度函数为 ｙ＝１０１ｘ，
Ｒ２＝０９７；监督分类法所获得的函数为 ｙ＝１０７ｘ，
Ｒ２＝０８２；而 ＥＸＧ指数法获得的函数为 ｙ＝１１１ｘ，
Ｒ２＝０７４，由上述 ３个函数模型可得，Ｈ Ａ法获得
的函数中比例系数 ｋ和拟合度 Ｒ２均最接近于 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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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佳，效果最好。综上所述，在求取植被覆盖度的

研究中，Ｈ Ａ法比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和 ＥＸＧ指
数法精度高，可靠性更好，并且该方法操作更加简

单。

３　结论

（１）从分类效果图来看，Ｈ Ａ法所估计的植被
覆盖度结果（分类准确度）高于监督分类法和 ＥＸＧ
指数法，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

（２）从分类精度来说，Ｈ Ａ法的分类精度均达

到０９１以上，最高达到了 ０９９，均值达到了 ０９６；
最大似然监督分类法的分类精度最高值达到 ０９８，
但最低值为 ０７５，均值达到 ０９０，较为不稳定；ＥＸＧ
指数法的分类精度最高值达到 ０９８，但最低值为
０７４，均值为０８８，也不稳定。故Ｈ Ａ法精度最高。

（３）从拟合函数和相关性来说，Ｈ Ａ法、监督
分类法和 ＥＸＧ指数法的函数模型比例系数分别为
１０１、１０７和 １１１，相对应的拟合度分别为 ０９７、
０８２和０７４，很明显 Ｈ Ａ法的比例系数和拟合度
更加接近于１，说明其相关性更高，可靠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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