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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见光 近红外光谱特征参数的苹果叶片氮含量预测

杨福芹１　冯海宽２　李振海２　杨贵军２　戴华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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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苹果叶片氮素是反映苹果品质高低的营养元素之一。为了准确地估算苹果叶片全氮含量（ＬＮＣ），从可见光

近红外区域的高光谱反射曲线中提取光谱特征参数，应用经验回归分析，实现了对苹果 ＬＮＣ的高光谱监测。研究

表明，除了光谱特征曲线面积变量 Ｓ△ＥＦＧ显著相关以及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Ｓ△ＦＧＨ）不相

关外，其余光谱特征参数与苹果 ＬＮＣ都极显著相关，其中光谱特征曲线斜率 Ｋｇｅ、Ｋｇｐｒｖ，光谱特征曲线面积 Ｓ△ＡＢＣ、

Ｓ△ＢＣＤ，面积比值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ＤＥＦ／Ｓ△ＡＢＣ，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ＣＤＥ＋Ｓ△ＢＣＤ）和（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可以较好地描述 ＬＮＣ的动态变化，这

些特征参数对苹果 ＬＮＣ进行估算是可行的。通过检验，最终确定基于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Ｓ△ＣＤＥ ＋

Ｓ△ＡＢＣ）和（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所构建的模型为预测苹果 ＬＮＣ的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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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氮素是影响果树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营养

元素之一，叶片组织结构内氮素的变化会引起叶片

生理和形态的改变，光谱反射特性随氮素含量的变

化而变化
［１］
。因此，快速、实时和准确地监测果树

叶片全氮含量（Ｌｅａ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ＮＣ）的
变化，对果树长势诊断和营养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利用高光谱手段对果树叶片生化参数进行快

速、无损监测已成为评价果树生长状况的重要内

容
［２－４］

。邢东兴等
［５］
建立了光谱反射率及其变换形

式与苹果 ＬＮＣ的回归方程，筛选出了最优光谱反射
率及其变换形式。李丙智等

［２］
选定 ７２３ｎｍ处的光

谱反射率一阶微分值作为苹果 ＬＮＣ的最佳预测模
型。朱西存等

［６］
确定了基于６４０ｎｍ和６７６ｎｍ原始

光 谱 反 射 率 的 苹 果 ＬＮＣ 的 最 佳 预 测 模 型。
ＭＥＮＥＳＡＴＴＩ等［７］

利用高光谱数据建立了塔罗科血

橙和锦橙 ＬＮＣ的偏最小二乘法估算模型。ＺＨＡＮＧ
等

［８］
建立了近红外反射光谱与苹果 ＬＮＣ的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张瑶等
［９］
利用小波包分析技术分析

了不同生育期果树的光谱信息，利用提取的光谱信

息建立了苹果 ＬＮＣ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王凌
等

［１０］
利用 ＴＭ和 ＡＬＯＳ影像，构建了对氮素敏感的

光谱指数，结果表明采用支持向量机回归建立的氮

素反演模型精度最优。黄双萍等
［１１］
以高光谱反射

率为自变量，建立了柑橘 ＬＮＣ的偏最小二乘法和支
持向量机回归模型。李萍等

［１２］
研究表明 ７２０ｎｍ处

的原始光谱和 ７０３ｎｍ处的一阶微分构建的库尔勒
香梨 ＬＮＣ估算模型最优。

目前利用高光谱手段监测作物氮含量的研究比

较多
［１３－１５］

，但是对果树氮含量的定量化估算研究比

较少。本研究以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田间试验为

基础，通过分析苹果叶片光谱曲线特征，尝试对光谱

特征参数进行定义，分析光谱曲线特征参数与 ＬＮＣ
的响应关系，比较多种光谱特征参数估算 ＬＮＣ的效
果，以期建立苹果 ＬＮＣ的最佳定量监测模型，为利
用遥感技术进行作物长势与营养诊断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区在山东省肥城市潮泉镇下寨村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２个示范基地果园，位
于１１６°５０′２２″Ｅ，３６°１４′０１″Ｎ。主栽品种为富士和嘎
啦，于２０１２年选取６０棵苹果树，其中富士品种４４棵，
嘎啦品种 １６棵，２０１３年选取 ３６棵苹果树，其中富
士品种２７棵，嘎啦品种９棵。在树冠４个方向及外
围中部、当年延长枝中部分别取 ８片叶（带叶柄），
在苹果的不同生育期进行叶片全氮含量（ＬＮＣ）取样
及光谱测定（光谱反射率）（表１）。

表 １　试验测定数据的详细列表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ａｔｅａｃ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ｉｍｅ

日期 富士生育期 嘎啦生育期
富士

样本量

嘎啦

样本量

２０１２ ０５ １０ 春梢旺长期 春梢旺长期 ４４ １６

２０１２ ０７ ０３ 春梢停长期 春梢停长期 ４３ １５

２０１２ ０８ １０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４４ １６

２０１２ ０９ ２０ 果实膨大期 叶变色期 ４３ 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８ 果实成熟期 叶变色期 ４４ １６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０ 开花盛期 开花盛期 ２７ ９

２０１３ ０５ ２５ 春梢旺长期 春梢旺长期 ２７ ９

２０１３ ０７ １８ 秋梢旺长期 秋梢旺长期 ２７ ９

２０１３ ０８ ３０ 果实膨大期 果实成熟期 ２７ ９

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５ 果实成熟期 叶变色期 ２７ ９

总计 ３５３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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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苹果叶片光谱测定

叶片光谱采用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 ＰｒｏＦＲ型光谱仪
（ＡＳＤ Ｉｎｃ．，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ＵＳＡ）和叶片夹
（ＡＳＤｌｅａｆｃｌｉｐ）进行测定。测量前用标准白板进行
校正，在树冠４个方向各取１片叶片用于测量光谱，
每片叶片测定４个不同位置，取１６个光谱反射率平
均值作为该颗苹果树的叶片反射率。光谱仪波段范

围为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波段均自动插值为 １ｎｍ间隔，
光谱分辨率在３５０～１０００ｎｍ内为 ３ｎｍ，在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内为１０ｎｍ，在３５０～１０００ｎｍ范围内采样间隔
为１４ｎｍ，在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采样间隔为２ｎｍ。
１３　苹果 ＬＮＣ测定

将打孔测量叶绿素后的 ４片苹果叶片和 ２８片
苹果叶片，在１０５℃下杀青 ３０ｍｉｎ，然后将所有苹果
叶片样品在７５℃下干燥４８ｈ以上，直至恒质量再称
量干质量。最后采用凯氏定氮仪（ＢｕｃｈｉＢ ３３９，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对苹果 ＬＮＣ进行测定，不同品种苹果叶
片氮含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 ２　不同时间苹果叶片全氮含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ＮＣ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间
样本

数

最大值／（ｇ·

（１００ｇ）－１）

最小值／（ｇ·

（１００ｇ）－１）

均值／（ｇ·

（１００ｇ）－１）

标准差／（ｇ·

（１００ｇ）－１）

２０１２年 ２９７ ３７８ １８４ ２９１ ０４４

２０１３年 １８０ ４６０ １９９ ２６１ ０６０

图 １　不同品种、不同生育期苹果叶片反射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ｆ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１４　不同品种不同生育期叶片冠层反射率光谱曲线
图１为富士和嘎啦苹果在不同生育期叶片的反

射光谱曲线。氮在可见光 近红外波段不存在特征

吸收，氮的光谱特征实质上是由于氮素与叶绿素之

间存在强相关，进而通过叶绿素吸收表达的。在可

见光波段（３９０～７８０ｎｍ），叶片（主要是叶绿素）对
红光和蓝光具有强烈吸收作用，对绿光具有弱吸收

作用，形成了典型的绿峰反射光谱曲线；在近红外波

段（７８０～１０５０ｎｍ），由于叶片的多重反射，反射率

急速增加，形成了典型的可见光红谷和近红外高反

射平台光谱曲线。根据叶片光谱曲线的吸收反射特

性，提出了反射光谱曲线的不同波段范围内的斜率、

面积和植被指数变量等新特征变量。

１５　光谱参数定义
苹果叶片反射率的光谱特征反映了氮素的吸收

和反射特征（图 ２）［１６－１８］，根据光谱特征曲线斜率、
光谱特征曲线面积、面积比值植被指数、归一化面积

植被指数构建了苹果 ＬＮＣ的 ２１个光谱特征，其定
义的新变量如表３所示。

图 ２　苹果叶片反射光谱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ｌｅａｖｅｓ
　
１６　统计分析

选取决定系数（Ｒ２）、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相对
误差（ＲＥ）作为评价建模与验证精度的指标。Ｒ２表
示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拟合程度，Ｒ２越接近于 １，表明
该拟合曲线精度越高；ＲＭＳＥ和ＲＥ反映了模拟值与
实测值的偏离程度，其值越小，模型精度越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光谱特征参数与 ＬＮＣ的相关性
利用２０１３年采集的１８０片苹果叶片（富士品种

１３５片叶片，嘎啦品种 ４５片叶片）全氮含量及对应
的光谱数据，建立不同生育期和全生育期光谱特征

参数与 ＬＮＣ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４。由表 ４可以看
出，同一光谱特征参数与 ＬＮＣ在不同生育期相关性
差别较大，甚至同一个光谱参数在不同生育期与

ＬＮＣ不相关、显著相关（ｐ＜００５）和极显著相关
（ｐ＜００１）都有可能。光谱特征曲线斜率与 ＬＮＣ在
全生育期都达到了极显著相关，不同品种中除了Ｋｐｂ
与嘎啦不相关之外，其余均极显著相关，其中相关性

最好的光谱特征曲线斜率是５００～５５０ｎｍ绿光波段
光谱曲线斜率 Ｋｇｅ，其相关系数是 ０８６，相关性最差
的是６８０～７６０ｎｍ红边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ｒｅ，其相
关系数是０２４；光谱特征曲线面积与 ＬＮＣ在全生育
期及不同品种的相关性，除 Ｓ△ＥＦＧ不相关外，其他都
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相关，相关性最好的曲线面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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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光谱特征曲线参数定义

Ｔａｂ．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

类型 光谱参数 定义

Ｋｐｂ ４００～５００ｎｍ蓝光所在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ＡＢ
Ｋｇｅ ５００～５５０ｎｍ绿光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ＢＣ
Ｋｇｐｒｖ 绿峰到红谷５５０～６８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ＣＤ

光谱特征曲线斜率 Ｋｒｅ ６８０～７６０ｎｍ红边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ＤＥ
Ｋｎｉｒｌ ７６０～９１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ＥＦ
Ｋｎｉｒ２ ９１０～９６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ＦＧ
Ｋｎｉｒ３ ９６０～１０５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斜率 ｋＧＨ
Ｓ△ＡＢＣ ４００～５００ｎｍ与５００～５５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Ｓ△ＢＣＤ ５００～５５０ｎｍ与５５０～６８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光谱特征曲线面积
Ｓ△ＣＤＥ ５５０～６８０ｎｍ与６８０～７６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Ｓ△ＤＥＦ ６８０～７６０ｎｍ与７６０～９１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Ｓ△ＥＦＧ ７６０～９１０ｎｍ与９１０～９６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Ｓ△ＦＧＨ ９１０～９６０ｎｍ与９６０～１０５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围成的面积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面积比值植被指数Ｓ△ＣＤＥ／Ｓ△ＦＧＨ

植被指数变量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Ｓ△ＦＧＨ）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表 ４　ＬＮＣ与相关光谱参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ＮＣ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光谱变量
开花盛期

（ｎ＝３６）

春梢旺长

（ｎ＝３６）

秋梢旺长

（ｎ＝３６）

果实膨大

（ｎ＝３６）

果实成熟

（ｎ＝３６）

富士

（ｎ＝１３５）

嘎啦

（ｎ＝４５）

全生育期

（ｎ＝１８０）
Ｋｐｂ －０４４ ０３３ ０４４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５３ ００３ＮＳ ０３７

Ｋｇｅ －０２１ ００５ＮＳ ０２８ －０１２ＮＳ －００８ＮＳ ０８６ ０８３ ０８５

Ｋｇｐｒｖ ０１７ －００５ＮＳ －００４ＮＳ ０１５ ００３ＮＳ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４

Ｋｒｅ －００５ＮＳ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１７ －０１１ＮＳ ０４５ ０２４ＮＳ ０４０

Ｋｎｉｒｌ －００８ＮＳ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１１ＮＳ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５８

Ｋｎｉｒ２ －０４２ －００８ＮＳ －００２ＮＳ －０２０ ０５５ －０６１ －０７２ －０６４

Ｋｎｉｒ３ －０１５ ００２ＮＳ －０３２ ０２４ ０１３ＮＳ －０３２ －０３７ －０３２

Ｓ△ＡＢＣ －０１３ＮＳ －００４ＮＳ ０１２ＮＳ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８５

Ｓ△ＢＣＤ －０２０ ００５ＮＳ ０２１ －０１３ＮＳ －００７ＮＳ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４

Ｓ△ＣＤＥ －０１３ＮＳ ０３７ ０２６ ０１２ＮＳ －０１０ＮＳ ０７４ ０６３ ０７１

Ｓ△ＤＥＦ －００５ＮＳ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５７ ０４１ ０５３

Ｓ△ＥＦＧ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０７ＮＳ －０１８ －０１２ＮＳ －０１５

Ｓ△ＦＧＨ ０１７ ００６ＮＳ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２４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０１２ＮＳ ０１２ＮＳ －００７ＮＳ ０２６ ０１６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３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０２３ ００５ＮＳ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０６ＮＳ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４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 ０２０ ００１ＮＳ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０３ＮＳ ０２４ＮＳ －０８３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０１３ＮＳ ０１１ＮＳ －００６ＮＳ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４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０１２ＮＳ ０１５ －００７ＮＳ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４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０２０ ００６ＮＳ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０６ＮＳ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８４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Ｓ△ＦＧＨ） －０２０ －００１ＮＳ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０３ＮＳ －０２４ＮＳ －００９ＮＳ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０１２ＮＳ ０１４ＮＳ －００５ＮＳ ０２７ ０１３ＮＳ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３

　　注：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显著（ｐ＜００５），ＮＳ表示不相关。

４００～５００ｎｍ与５００～５５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所围成
的面积 Ｓ△ＡＢＣ，其相关系数均为 ０８５，相关性最差的
是９１０～９６０ｎｍ与 ９６０～１０５０ｎｍ波段光谱曲线所
围成的面积 Ｓ△ＦＧＨ，与富士的相关系数是 ０１９；面积

比值植被指数与 ＬＮＣ在全生育期均达到了极显著
相关，其中不同品种中除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没达到显著相
关外，其余都达到了极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最小值

为０８３；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与 ＬＮＣ的相关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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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Ｓ△ＦＧＨ）与 ＬＮＣ在全生育
期和不同品种不相关外，其他植被指数都达到了极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最小值为０８３。

２２　苹果 ＬＮＣ估算模型的建立

利用２０１３年采集的１８０片苹果叶片 ＬＮＣ及相
应的光谱数据，根据表４中光谱特征与 ＬＮＣ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选择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的光谱特征

构建苹果 ＬＮＣ估算模型，估算模型以线性、多项式、
对数为主。由表 ５可知，这些光谱特征对苹果叶片
ＬＮＣ均具有较好的估算精度，其中富士和嘎啦估算
模型的 ＲＥ接近，但是富士的 ＲＭＳＥ均小于嘎啦的
ＲＭＳＥ。光谱特征曲线斜率中估算模型较好的是富
士苹果的Ｋｇｅ，其 Ｒ

２
为０７６，ＲＭＳＥ为０２８ｇ／（１００ｇ），

ＲＥ为０；光谱特征曲线面积中估算模型较好的是全
生育期的 Ｓ△ＡＢＣ和 Ｓ△ＢＣＤ，其 Ｒ

２
均为 ０７６，ＲＭＳＥ均

为０３０ｇ／（１００ｇ），ＲＥ分别为００１％和０；面积比值
植被指数中估算模型较好的是嘎啦苹果的 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ＢＣＤ和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其 Ｒ
２
均为 ０７４，

ＲＭＳＥ均为 ０３５ｇ／（１００ｇ），ＲＥ分别为 －００１％、
００１％和００２％；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中估算模型
较好的是嘎啦苹果的 （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Ｓ△ＣＤＥ ＋
Ｓ△ＡＢＣ）和 全 生 育 期 的 （Ｓ△ＣＤＥ －Ｓ△ＢＣＤ）／（Ｓ△ＣＤＥ ＋

Ｓ△ＢＣＤ），其 Ｒ２均 为 ０７３，ＲＭＳＥ 分 别 为 ０３６、
０３１ｇ／（１００ｇ），ＲＥ分别为 ０和 －００１％。结果表
明，本文提出的光谱曲线特征变量参数可以不受不

同品种的影响而较好地描述苹果 ＬＮＣ。
２３　苹果 ＬＮＣ估算模型的验证

为了考察模型的精度和可靠性，使用 ２０１２年
２９７个苹果叶片样本（富士苹果 ２１８片叶片，嘎啦苹
果７９片叶片）的 ＬＮＣ及相应的光谱数据进行验证。

表 ５　苹果 ＬＮＣ与不同光谱参数的定量关系

Ｔａｂ．５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ｐｌｅＬＮＣ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光谱类型 光谱参数

全生育期（ｎ＝１８０）

富士（ｎ＝１３５）

嘎啦（ｎ＝４５）

Ｒ２
ＲＭＳＥ／

（ｇ·（１００ｇ）－１）
ＲＥ／％

ｙ＝１５２１６ｌｎｘ＋１３６４２ ０７５ ０３０ ００２

Ｋｇｅ ｙ＝１４６３６ｌｎｘ＋１３２４８ ０７６ ０２８ ０

光谱特征曲线斜率
ｙ＝１６６９３ｌｎｘ＋１４６４ ０７４ ０３５ －００１

ｙ＝３３７０２ｘ＋１７０８６ ０７０ ０３３ ０

Ｋｇｐｒｖ ｙ＝－３２２９７ｘ＋１７８１４ ０７１ ０３０ ０

ｙ＝－３７５１８ｘ＋１４９９９ ０７０ ０３７ ０

ｙ＝－０１６４２ｘ２＋１５３８２ｘ＋０４１４８ ０７６ ０３０ ００１

Ｓ△ＡＢＣ ｙ＝１４８３２ｌｎｘ＋１８２６ ０７５ ０２８ ０

光谱特征曲线面积变量
ｙ＝１７１４ｌｎｘ＋１５３３ ０７５ ０３４ ０

ｙ＝－００４６９ｘ２＋０８１４９ｘ＋０４７１８ ０７６ ０３０ ０

Ｓ△ＢＣＤ ｙ＝１４５３３ｌｎｘ＋０９４９８ ０７５ ０２８ ０

ｙ＝１６６６４ｌｎｘ＋０５９７３ ０７４ ０３４ ０

ｙ＝０００６６ｘ２－０３１１４ｘ＋６１４ ０７２ ０３２ －０３６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ｙ＝－１６０４ｌｎｘ＋７３６７２ ０７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ｙ＝－１８３９ｌｎｘ＋７８５９８ ０７４ ０３５ －００１

ｙ＝００１７７ｘ２－０５０３８ｘ＋５９００９ ０７３ ０３１ ０１１

面积比值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ｙ＝－１５９ｌｎｘ＋６３４４５ ０７３ ０３０ ００１

ｙ＝－０２４２９ｘ＋５０２１１ ０７４ ０３５ ００１

ｙ＝００１４１ｘ２－０４３７２ｘ＋５７２３４ ０７３ ０３１ －００２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ｙ＝－１５１８ｌｎｘ＋７２４０１ ０７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ｙ＝－１７４３ｌｎｘ＋７７２５９ ０７４ ０３５ ００２

ｙ＝－５５４１９ｘ２＋８１３４８ｘ－２５７３６ ０７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ｙ＝－１１６９５ｘ＋１３１８６ ０７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ｙ＝－１３３０７ｘ＋１４４３７ ０７３ ０３６ ０

ｙ＝－２２１５２ｘ２＋２４９８４ｘ－２９６６４ ０７３ ０３１ －００１

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ｙ＝－７１２７ｘ＋８５１７ ０７２ ０３０ ０

ｙ＝－８１２９５ｘ＋９１９５８ ０７２ ０３６ ０

ｙ＝－６２２０３ｘ２＋９３７０６ｘ－３１２２２ ０７２ ０３２ －００１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ｙ＝－１１５３１ｘ＋１３１３ ０７１ ０３１ ０

ｙ＝－１３１３８ｘ＋１４３９３ ０７２ ０３６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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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表 ６可以看出，基于可见
光 近红外高光谱特征的苹果 ＬＮＣ验证结果都达到
了显著相关，其中富士苹果和嘎啦苹果估算模型的

ＲＥ接近，但是富士的 ＲＭＳＥ均小于嘎啦的 ＲＭＳＥ。
验证结果最好的是面积比值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在全生育期的Ｒ２、ＲＭＳＥ和ＲＥ分别为０４７、０３４ｇ／
（１００ｇ）和 －３７８％，富士品种的Ｒ２、ＲＭＳＥ和ＲＥ分
别为０３７、０３４ｇ／（１００ｇ）和 ３００％，嘎啦品种的
Ｒ２、ＲＭＳＥ和 ＲＥ分别为 ０４０、０３８ｇ／（１００ｇ）和
３７０％；其次是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 －
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和（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

Ｓ△ＡＢＣ），二者全生育期的 Ｒ２、ＲＭＳＥ、ＲＥ分别为
０４４、０３５ｇ／（１００ｇ）、－３６４％和 ０３９ｇ／（１００ｇ）、
０３５、－２６３％，富士品种的 Ｒ２、ＲＭＳＥ、ＲＥ分别为
０４１、０３３ｇ／（１００ｇ）、３００％和 ０４０、０３３ｇ／（１００ｇ）、
２８０％，嘎啦品种的 Ｒ２、ＲＭＳＥ、ＲＥ分别为 ０４３、
０３８ｇ／（１００ｇ）、２６５％和 ０４１、０３８ｇ／（１００ｇ）、
２３３％；验证结果最差的是 ５００～５５０ｎｍ绿光波段
光谱曲线斜率 Ｋｇｐｒｖ，全生育期的 Ｒ

２
、ＲＭＳＥ和 ＲＥ分

别为 ０１７、０４２ｇ／（１００ｇ）、－５３４％，富士品种的
Ｒ２、ＲＭＳＥ和 ＲＥ分别为 ０１９、０３８ｇ／（１００ｇ）和
－１９３％，嘎啦品种的 Ｒ２、ＲＭＳＥ和 ＲＥ分别为０１０、
０４５ｇ／（１００ｇ）和 －１６６％。由于 Ｒ２除了与精度有
关，也与样本量有关，而估算模型的样本是 １８０个，
验证样本是 ２９７个，验证的样本量远大于建模的样
本量，所以验证的 Ｒ２小于建模的 Ｒ２；验证模型的
ＲＭＳＥ与估算模型的 ＲＭＳＥ接近，说明模型的稳定
性较好，预测能力较高。虽然验证模型的 ＲＥ稍大
于估算模型的 ＲＥ，但是都小于 １０％，表明模型拟合
效果极好。综合考虑利用可见光 近红外高光谱特

征估算苹果 ＬＮＣ的建模和验证精度，最终选取面积
比值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和（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作为苹果叶片 ＬＮＣ的最佳预测模
型，如图３所示。

３　讨论

本文提出的光谱特征曲线斜率、光谱特征曲线

表 ６　苹果 ＬＮＣ估算模型验证结果（ｎ＝２９７）

Ｔａｂ．６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ＬＮ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光谱参数 类别 Ｒ２ ＲＭＳＥ／（ｇ·１００ｇ－１） ＲＥ／％
全生育期（ｎ＝２９７） ０２４ ０４ －５１４

Ｋｇｅ 富士（ｎ＝２１８） ０２６ ０３７ －３４０
嘎啦（ｎ＝７９） ０１６ ０４４ －１４５
全生育期 ０１７ ０４２ －５３４

Ｋｇｐｒｖ 富士 ０１９ ０３８ －１９３
嘎啦 ０１０ ０４５ －１６６

全生育期 ０３５ ０３６ －２１３
Ｓ△ＡＢＣ 富士 ０３４ ０３５ ２３９

嘎啦 ０３０ ０４０ ３１４
全生育期 ０２３ ０４２ －５８１

Ｓ△ＢＣＤ 富士 ０２４ ０３７ －３３７
嘎啦 ０１４ ０４４ －１７４

全生育期 ０４７ ０３４ －３７８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富士 ０３７ ０３４ ３００

嘎啦 ０４０ ０３８ ３７０
全生育期 ０３１ ０３９ －５６８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富士 ０２６ ０４０ －５３７
嘎啦 ０２５ ０４２ －２３１

全生育期 ０２９ ０４ －５８２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富士 ０３６ ０３４ ２８１

嘎啦 ０３８ ０３８ ３４６
全生育期 ０４０ ０３５ －２５５

（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Ｓ△ＡＢＣ） 富士 ０４１ ０３３ ３００
嘎啦 ０４３ ０３８ ２６５

全生育期 ０２９ ０４１ －６４７
（Ｓ△ＣＤＥ－Ｓ△ＢＣＤ）／（Ｓ△ＣＤＥ＋Ｓ△ＢＣＤ） 富士 ０３１ ０３５ －１６４

嘎啦 ０２５ ０４１ －１００
全生育期 ０３９ ０３５ －２６３

（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 富士 ０４０ ０３３ ２８０
嘎啦 ０４１ ０３８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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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苹果叶片全氮含量预测值和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ｐｐｌｅＬＮＣ
　
面积、面积比值植被指数和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利

用分段技术对分段范围内的所有波长反射率信息进

行了简化和浓缩，同时也利用了所有波长的光谱信

息，波段的累加效应提高了反演模型的精度，增加了

抗环境干扰能力，与单个或几个敏感波段的反演模

型相比，稳定性大大提高。Ｋｇｅ、Ｋｇｐｒｖ、Ｓ△ＡＢＣ和 Ｓ△ＢＣＤ
与苹果 ＬＮＣ的相关性比其他的光谱特征曲线斜率
和光谱特征曲线面积都要高很多，这主要是由于

Ｋｇｅ、Ｋｇｐｒｖ、Ｓ△ＡＢＣ和 Ｓ△ＢＣＤ充分利用了可见光区的光谱
曲线信息，而可见光波段的光谱特性主要是受各种

色素，特别是受叶绿素的控制，而氮素与叶绿素含量

相关
［１９－２０］

，所以很多氮素估算模型利用叶绿素在可

见光波段的吸收特性设计
［２１－２２］

。面积比值植被指

数和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除 （Ｓ△ＣＤＥ －Ｓ△ＦＧＨ）／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外，其余植被指数与苹果 ＬＮＣ均表
现出较好的相关性，这是由于植被指数归一化后有

利于降低仪器本身和其它干扰源的影响，消除了反

射光谱特征的比例变化，增强了对被观测目标的光

谱响应
［２３－２５］

。面积比值植被指数相对于光谱特征

曲线斜率和光谱特征曲线面积，增强了植被与土壤

背景之间的辐射差异
［２６］
。

另外，本研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气候原

因，２０１３年的生育期与 ２０１２年的生育期不完全一
致，导致验证模型的相对误差值与估算模型相比偏

大，且氮素含量较大时实测值普遍大于预测值。今

后应积累更多的试验数据，设置不同水分和氮素水

平，研究可见光 近红外光谱特征参数估算苹果叶片

氮含量的潜力，为利用高光谱技术进行大面积果树

９４１第 ９期　　　　　　　　　　杨福芹 等：基于可见光 近红外光谱特征参数的苹果叶片氮含量预测



氮素营养诊断提供理论依据。

４　结论

（１）根据苹果叶片高光谱的吸收和反射特征，
定义了光谱特征曲线斜率、光谱特征曲线面积、面积

比值植被指数和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并与不同生

育期、不同品种苹果 ＬＮＣ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明单一生育期相关性较差，全生育期除了光谱特

征曲线面积 Ｓ△ＥＦＧ显著相关以及面积归一化植被指
数（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Ｓ△ＦＧＨ）不相关外，其余
光谱特征与苹果 ＬＮＣ均极显著相关，不同品种苹果

除 了 Ｓ△ＣＤＥ／Ｓ△ＦＧＨ、（Ｓ△ＣＤＥ －Ｓ△ＦＧＨ）／（Ｓ△ＣＤＥ ＋
Ｓ△ＦＧＨ）、Ｓ△ＥＦＧ、Ｋｐｂ、Ｋｒｅ不相关和Ｓ△ＦＧＨ相关性较差外，
其余都达到了极显著相关。

（２）利用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方法建立苹果 ＬＮＣ
估算模型。研究表明，光谱曲线特征建立的苹果

ＬＮＣ估算模型都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不受品种影响
的限制，验证模型中以面积比值植被指数 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Ｓ△ＣＤＥ－Ｓ△ＡＢＣ）／（Ｓ△ＣＤＥ＋
Ｓ△ＡＢＣ）和（Ｓ△ＤＥＦ－Ｓ△ＡＢＣ）／（Ｓ△ＤＥＦ＋Ｓ△ＡＢＣ）为最优。
结果表明定义的高光谱曲线特征可以为监测氮素营

养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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