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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岭回归的土壤含水率高光谱反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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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以色列南部 ＳｅｄｅｒＢｏｋｅｒ地区采集的粘壤土样品为研究对象。在室内利用 ＡＳ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３型高光谱仪获

取土壤的原始光谱，在进行数据预处理和不同数学变换后，共获取了 ４种光谱指标：光谱反射率（ＲＥＦ）、倒数之对

数（ＬＲ）、一阶微分（ＦＤＲ）和去包络线（ＣＲ）。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ＰＬＳＲ）、逐步回归法（ＳＲ）和岭回归法（ＲＲ）

构建了基于不同指标的土壤含水率高光谱反演模型，并对反演结果进行精度验证与比较。结果表明：ＲＥＦ ＰＬＳＲ

模型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的反演与预测效果均为最优（Ｒ２ｃ＝０９９０，Ｒ
２
ｐ＝０９８７），在逐步回归模型和岭回归模型中，ＬＲ

ＳＲ（Ｒ２ｃ＝０９８１，Ｒ
２
ｐ＝０９７１）、ＬＲ ＲＲ（Ｒ２ｃ＝０９７５，Ｒ

２
ｐ＝０９７９）均为最佳模型。对于其他 ３种指标，虽然逐步回归法

和岭回归法的建模效果较偏最小二乘回归法略有下降，但 Ｒ２ｃ均大于 ０９，Ｒ
２
ｐ均大于 ０８，ＲＰＤ均大于 ２５，ＲＭＳＥ均

小于 ００３，模型仍具有较好的反演效果；逐步回归法和岭回归法均实现了模型的简化，但岭回归法采用有偏估计从

而提高了模型的稳健性，且实现了波段的优选（用于建模的波段数仅为全光谱的 ０３％）。粘壤土土壤含水率 ＬＲ

ＲＲ高光谱反演模型的建立为高光谱模型的优化、土壤含水率的快速测定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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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０　引言

农业生产中，对土壤含水率进行实时、准确的监

测对提升农作物灌溉管理水平、作物长势状况和产

量预测能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１－２］

。但传

统的土壤含水率测定方法如干燥法、中子仪法、γ射
线透射法、电测法等在土壤有损度、测定周期方面有

弊端。因此，亟需一种高效无损的土壤含水率估算

方法。

近年来，具有信息量大、无破坏、非接触、零污

染、简便易行等特点的高光谱技术得以快速发展，为

区域农田墒情的快速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

段
［３］
。国内外学者在利用高光谱技术估测土壤含

水率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
［４－１１］

。虽然通过高光谱

技术可以实现土壤含水率较高精度的反演，但近红

外光谱存在吸收较弱，谱带复杂且重叠度高的缺点，

在土壤高光谱数据中必然存在与含水率不相关的冗

余信息。所以，在定量分析高光谱数据时进行变量

的优选就尤为关键。目前，常用的变量优选方法主

要有：基于竞争性自适应重加权采样
［１２］
、连续投影

算法
［１３］
、多元逐步线性回归

［１４－１５］
、变量投影重要性

分析
［１６］
、遗传算法

［１７］
等。岭回归分析作为一种改

进的最小二乘法，在病态数据处理及特征提取方面

有较好的效果，并可实现模型的简化和鲁棒性的提

高
［１８］
。祝鹏等

［１９］
基于岭回归方法对太湖 １５个陆

源水样 ＣＲＳ与紫外吸光度进行回归分析，从 １９０～
４００ｎｍ的紫外光谱吸光度中优选出 ５个波段建模，
在 ｋ＝０５时的决定系数 Ｒ２＝０６９。张曼等［２０］

应用

岭回归方法优选出了原光谱 ３％的波段，由此建立
的近红外 岭回归模型较好地反演了小麦蛋白质含

量。但岭回归在高光谱遥感反演土壤含水率方面的

应用研究还未见报道，缺乏对土壤含水率的高光谱

岭回归反演预测模型。

本文以以色列南部 ＳｅｄｅｒＢｏｋｅｒ地区采集到的
粘壤土为研究对象，经过室内理化性质分析及光谱

测定处理等工作，尝试用岭回归法对不同含水率梯

度下的土壤光谱反射率（ＲＥＦ）、倒数之对数（ＬＲ）、
一阶微分（ＦＤＲ）和去包络线（ＣＲ）等指标进行优选
与建模，同时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逐步回归

模型。通过模型的精度评定及验证结果比较后，综

合评价高光谱 岭回归模型在反演土壤含水率方面

的效果，以期得到最佳的光谱反演指标。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以色列南部的 ＳｅｄｅｒＢｏｋｅｒ地区

（３４°４７′Ｅ，３０°５２′Ｎ，海拔 ６４０ｍ），该地区为亚热带
半干旱气候，夏季炎热干旱，冬季温暖湿润，年降水

量介于１００～２００ｍｍ之间，土壤类型为粘壤土。以
色列与我国均面临“总量少、时空分布不均”的水资

源问题
［２１］
。但以色列拥有世界最发达的精准农业

技术水平，其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得本国的水资

源利用率达９８％，居世界之首。
１２　土壤采集与制备

本次试验在以色列 ＳｅｄｅｒＢｏｋｅｒ地区共采集了
９１个不同含水率的土样，含水率在 ０２８％ ～
３１４１％之间，平均值为 ７４４％，由于该地区较为干
旱，表层土壤水分蒸发强烈，导致大部分土样含水率

较低。用直径和深度分别为 ７５、５５ｃｍ的环刀采
集土壤表层以下５ｃｍ处的土壤，取得原状土样。采
集时剔除浸入体，再将环刀置于塑料盒中封存、编号

并称量后带回实验室。

１３　土壤含水率的测定
从环刀内取 ２０ｇ左右有代表性的土样放入铝

盒内，盖上盒盖称量，记录下铝盒的编号和质量，打

开盒盖将铝盒置于干燥箱内，在 １０５℃、２４ｈ恒温条
件下用干燥法测得土样质量含水率 θｍ，θｍ的计算公
式为

θｍ＝
Ｗ１－Ｗ２
Ｗ２－Ｗ３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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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Ｗ１———原状土样（含铝盒）质量
Ｗ２———干燥后原状土样（含铝盒）质量
Ｗ３———空铝盒质量

１４　光谱测定

土壤样品的高光谱数据采用 ＡＳ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３
型地物光谱仪测得。波谱范围为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采
样间隔为１４ｎｍ（３５０～１０００ｎｍ）和 ２ｎｍ（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重采样间隔为１ｎｍ。光谱测量在暗室中
进行，光源为能够提供平行光线的 ５０Ｗ 卤素灯。
使用５°视场角光纤探头，光源到土壤表面的距离 Ｌ、
光源入射角度 Ａ和探头距土壤表面高度 Ｈ采用洪
永胜等

［２２］
研究得出的室内较为理想的土壤高光谱

几何测试参数组合：Ｌ＝５０ｃｍ、Ａ＝３０°、Ｈ＝１５ｃｍ。
从环刀中取土样置于直径 １０ｃｍ、深 ２ｃｍ的黑色盛
样皿中，装满后用直尺将土壤表面刮平，在暗室内进

行光谱测定。每次测定光谱前，先进行暗电流的去

除和白板定标。每个土样在４个方向上（转动３次，
每次 ９０°）进行测量，每个方向上保存 ５条光谱曲
线，共 ２０条，利用 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ＰｒｏＶ６０１１软件进行
算术平均后得到土样的实际反射光谱数据。

１５　光谱数据预处理与光谱指标提取
每个土样光谱去除噪声较大的边缘波段 ３５０～

３９９ｎｍ和２４０１～２５００ｎｍ，采用 Ｓａｖｉｔｚｋｙ Ｇｏｌａｙ滤

波进行平滑处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光谱测试环

境、高频随机噪声和杂散光等干扰因素引起的噪声，

提高数据的信噪比
［１０，２３］

。在土壤原始光谱反射率

（Ｒａｗ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ＥＦ）基础上，计算其倒数
之对数（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ｏ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ＬＲ）、一阶微分（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ＦＤＲ）和 去 包 络 线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ｒｅｍｏｖａｌ，ＣＲ）３种指标。光谱经 ＬＲ变
换增强了相似光谱之间的差异，适当减少了随机误

差
［２４］
；ＦＤＲ处理可以消除背景噪声的干扰，改善多

重共线性，提高光谱分辨率和灵敏度，易找到相关性

高的波段
［２５］
；ＣＲ处理能够突出光谱曲线的吸收和

反射特征，增强光谱曲线各波段之间的对比性
［２６］
；

指标 ＲＥＦ、ＬＲ、ＦＤＲ在 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ＰｒｏＶ６０１１软件
中处理获得，指标 ＣＲ利用 ＥＮＶＩ５１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Ｒｅｍｏｖｅｄ模块处理得到。
１６　建模集和验证集的划分

将９１个土样按测得的质量含水率 θｍ从大到小

排序，每隔２个样本取出１个作为验证集样本，共取
得３０个（３３％），其余 ６１个（６７％）作为建模集样
本，最终建模集和验证集的样本比例为 ２∶１，可保证
建模样本与验证样本范围一致且分布均匀。土壤含

水率的特征描述见表 １，３个样本集中，变异系数均
在１００％以上，为强变异强度。

表 １　土壤含水率统计特征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样本类型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峰度系数 偏度系数

总体样本 ９１ ０２８ ３１４１ ７４４ ８２１ １１０２２ ０６５ １２４

建模样本 ６１ ０２８ ３１４１ ７５７ ８４１ １１１０４ ０７１ １２６

验证样本 ３０ ０３１ ２８５０ ７１９ ７９１ １１００９ ０７４ １２４

１７　模型建立与验证
采用３种回归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法（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ＬＳＲ）、逐 步 回 归 法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Ｒ）和 岭 回 归 法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Ｒ）建立高光谱遥感对土壤含水率的反
演模型。其中，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在高光谱遥感模

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１０，１２，２５］

，可较好地解

决自变量之间存在的共线性问题。而逐步回归法是

一种便捷高效的模型优化方法，对高光谱数据的

“降维”具有较好的作用
［１４－１５］

。岭回归分析作为一

种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方法，实际

上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通过放弃最小二乘的

无偏性和部分精度来获得效果稍差但稳定性更好的

回归模型，兼具“抗共线性”和自变量筛选的作用。

通过建模决定系数（Ｒ２ｃ）、验证决定系数（Ｒ
２
ｐ）、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和相对分析误差（ＲＰＤ）来综合

评价模型的效果。其中，当 ０６６≤Ｒ２≤０８０时，模

型拟合效果较好，当 ０８１≤Ｒ２≤０９０时，模型拟合

结果很好，当 Ｒ２≥０９０时，模型拟合效果极好［２７］
。

而 ＲＭＳＥ越接近于０，表征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预
测能力越强。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与相对分析误差
（ＲＰＤ）的计算公式为

ＲＭＳ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ｙｉ－ｙｉ槡

） （２）

ＲＰＤ＝

∑
ｎ

ｉ＝１
（ｙｉ－ｙ^ｉ）

２

ｎ－槡 １
ｙＲＭＳＥ

（３）

式中　ｙｉ———土壤含水率模型预测值

ｙｉ———土壤含水率模型实测值

ｙ^ｉ———土壤含水率模型预测值的平均值
ｎ———模型检验样本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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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ＲＭＳＥ———土壤含水率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当相对分析误差在 ２５以上时，表明模型具有

极好的预测能力；当相对分析误差在２０～２５之间
时，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定量预测能力；当相对分析

误差在１８～２０之间时，表明模型具有定量预测能
力；当相对分析误差在 １４～１８之间时，表明模型
具有一般的定量预测能力；当相对分析误差在１０～
１４之间时，表明模型只有区别高值和低值的能力；
当相对分析误差小于 １０时，表明模型不具备预测
能力

［２８］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含水率土样的高光谱曲线特征分析
图１为挑选的 １２条较典型的土壤样本原始及

预处理后的光谱反射率曲线，其中图１ａ为土样原始
反射光谱曲线，可以发现，１２条光谱曲线波形基本
相似，同时土壤光谱反射率随含水率的增加而降低，

当含水率超过某一阈值（一般认为是田间持水率）

时，土壤反射率随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加
［２９］
。而在

１４５０、１９５０ｎｍ 附近存在明显的水分吸收峰。
图１ｂ、１ｃ、１ｄ分别是土壤原始光谱经倒数之对数
（ＬＲ）、一阶微分（ＦＤＲ）和去包络线（ＣＲ）３种预处
理后的反射率图。图１ｄ中，土壤经 ＣＲ处理后的光
谱曲线都归一化到０～１之间，光谱吸收带变得更加
明显：除明显的 ２个水分吸收峰之外，还存在 ５００、
２２００ｎｍ２个较微弱的水分吸收峰。
２２　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运用土壤全波段（４００～２４００ｎｍ）原始光谱反

图 １　土样在不同含水率时的原始及预处理后的光谱反射率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ａｗａｎｄ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射率（ＲＥＦ）、倒数之对数（ＬＲ）、一阶微分（ＦＤＲ）和
去包络线（ＣＲ）４种光谱指标作为 ＰＬＳＲ分析的自变
量，以土壤含水率为因变量，采用 Ｌｅａｖｅｏｎｅｏｕｔ交
叉验证法来确定回归模型中的最佳因子数

［２５］
，建立

ＰＬＳＲ模型。建模及验证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土壤含水率的 ＰＬＳＲ模型
Ｔａｂ．２　ＰＬＳ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光谱

指标

建模决定

系数 Ｒ２ｃ

验证决定

系数 Ｒ２ｐ

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

相对分析

误差 ＲＰＤ

ＲＥＦ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７ ００１１ ６６０

ＬＲ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１ ００１３ ５６８

ＦＤＲ ０９８７ ０９６５ ００１５ ４９３

ＣＲ ０９８１ ０９７７ ００１２ ６１２

　　结果表明，基于 ４种光谱指标建立的全波段土

壤含水率的 ＰＬＳＲ模型均具有很好的效果，建模集
的 Ｒ２ｃ均在０９７以上，验证集的 Ｒ

２
ｐ均在 ０９６以上，

Ｒ２ｃ和 Ｒ
２
ｐ相差很小且非常接近于 １，其中 ＲＥＦ

ＰＬＳＲ模型的 Ｒ２ｃ和 Ｒ
２
ｐ均为最高，分别为 ０９９０和

０９８７。比较各种光谱指标所建立的模型发现，ＬＲ
ＰＬＳＲ模型具有最好的“鲁棒性”（Ｒ２ｐ／Ｒ

２
ｃ接近于

１００％），其次为 ＲＥＦ ＰＬＳＲ（９９７１％）、ＣＲ ＰＬＳＲ
（９９５０％）、ＦＤＲ ＰＬＳＲ（９７７０％）。比较 ４种模型
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发现，ＲＥＦ ＰＬＳＲ模型的预测
精度最高（ＲＭＳＥ为 ００１１），经过不同的数学变换，
模型的误差略微增加。而４种模型的相对分析误差
ＲＰＤ均大于 ２５，说明模型均有极好的预测能力，其
中尤以 ＲＥＦ ＰＬＳＲ和 ＣＲ ＰＬＳＲ模型的 ＲＰ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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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均达到 ６０以上。以上分析表明 ＰＬＳＲ模型在
拟合和预测方面均有很好的效果。

２３　逐步回归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逐步回归是高光谱反演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

法，根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或显著程度，由大到

小逐个引入回归方程，剔除对因变量作用不显著的

自变量，从而极大地简化模型，建立最优回归方

程
［１５］
。

本文运用全波段４种光谱指标（ＲＥＦ、ＬＲ、ＦＤＲ、
ＣＲ）作为自变量，土壤含水率为因变量。变量入选
和剔除的显著水平分别设为 ０１０和 ０１５，由“最
优”回归子集所建立模型的结果见表３。

表 ３　土壤含水率的 ＳＲ模型

Ｔａｂ．３　Ｓ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光谱

指标

波段数

ｍ
中心波长／ｎｍ

建模决定

系数 Ｒ２ｃ

验证决定

系数 Ｒ２ｐ

均方根误

差 ＲＭＳＥ

相对分析

误差 ＲＰＤ

１ ８３３ ０２８８ ０６３７ ００８９ ０１４

ＲＥＦ
２ ８３３，２３８７ ０９２３ ０８２２ ００３４ ２３５

３ ７８４，８３３，２３８７ ０９３９ ０８６１ ００２９ ２６３

４ ７８４，８３３，２０１１，２３８７ ０９４４ ０８６８ ００２８ ２７０

１ １９７０ ０８３８ ０８７８ ００４２ １１４

ＬＲ
２ １４６４，１９７０ ０９５９ ０９２２ ００２２ ３５９

３ １４６４，１９７０，２１４９ ０９７８ ０９５９ ００１６ ４９５

４ １４６４，１９２８，１９７０，２１４９ ０９８１ ０９７１ ００１３ ５７２

１ １３５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０３ ００２６ ２９９

２ １３５１，１７８８ ０９５１ ０９０３ ００２５ ３１７

３ １３５１，１７１３，１７８８ ０９６４ ０９１８ ００２４ ３３９

４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１３，１７８８ ０９６８ ０８７８ ００４４ ３４５

５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１３，１７８８，１９２０ ０９７３ ０８７８ ００４４ １２３

６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１３，１７８８，１９２０，２２４６ ０９７８ ０８９６ ００２６ ３１０

７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８，１９２０，２２４６ ０９８１ ０９０３ ００２４ ３１２

ＦＤＲ ８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８，１９２０，２２４６ ０９８６ ０９１０ ００２３ ３２９

９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２２４６ ０９８７ ０９１３ ００２３ ３３６

１０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２２４６ ０９８９ ０９２５ ００２１ ３６４

１１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２２４６，２３１５ ０９９０ ０９２３ ００２２ ３５７

１２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２２２２，２２４６，

２３１５
０９９１ ０９１６ ００２３ ３４５

１３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６７，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２２２２，

２２４６，２３１５
０９９２ ０９００ ００２５ ３１８

１４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６５２，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６７，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

２２２２，２２４６，２３１５
０９９３ ０８９９ ００２５ ３１７

１５
１３５１，１３５４，１６５２，１７０３，１７１３，１７２３，１７６７，１７８６，１７８８，１７９１，１９２０，

２１６６，２２２２，２２４６，２３１５
０９９６ ０８７７ ００２８ ２８６

１ ２２３９ ０４５９ ０６０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１

ＣＲ ２ １８０２，２２３９ ０９１０ ０８８０ ００２８ ２３７

３ ９４４，１８０２，２２３９ ０９２０ ０８８６ ００２７ ２５５

　　由表 ３可以看出，逐步回归在高光谱数据的
“降维”过程中，对模型的简化有显著的效果。通过

波段的“筛选”过程，去除大量的冗余数据 （约

９９％）而保留下与含水率相关性最高的几个变量。
建模决定系数 Ｒ２ｃ随建模波段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从
单个波段开始“骤增”后渐趋平缓。不同光谱指标

中通过筛选的波段数目也不同。其中，通过一阶微

分 ＦＤＲ处理后的光谱数据，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光谱
与含水率之间的相关性，通过逐步回归筛选的波段

数最多达１５个。但根据逐步回归模型算法简捷、运

算量小等特点综合考虑当波段数 ｍ＝３时，ＦＤＲ
ＳＲ模型效果最佳，此时建模决定系数 Ｒ２ｃ和验证决

定系数 Ｒ２ｐ分别为 ０９６４和 ０９１８，建模及验证效果
均较佳，并且预测精度较高（ＲＭＳＥ为 ００２４）。当
波段数 ｍ＝４、５、６时，Ｒ２ｃ虽略有增加，但 Ｒ

２
ｐ下降到

０９０以下，而 ＲＭＳＥ均大于 ００２４，此时模型较差。
当 ｍ≥７时，模型的效果才得以“改善”，但此时模型
复杂度提高，运算量增加，因此不建议使用。当波段

数 ｍ增加到 １０个以上时，逐步回归模型建模效果
不断提高，预测效果不断降低，这与肖雪梦等

［３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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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一致。

因为 ＲＥＦ ＳＲ、ＬＲ ＳＲ、ＣＲ ＳＲ３个模型的波
段数均较少，所以取最大波段数 ｍ时的模型为最佳
模型。比较４个模型发现，ＬＲ ＳＲ模型的 Ｒ２ｃ最高

为 ０９８１，Ｒ２ｐ最高为 ０９７１，ＲＭＳＥ最低为 ００１３，
ＲＰＤ为５７２（大于２５），表明该模型具有极好的预
测能力。剩余 ３种模型效果依次为：ＦＤＲ ＳＲ、
ＲＥＦ ＳＲ、ＣＲ ＳＲ模型，其中，虽然 ＣＲ ＳＲ模型效
果最差，但其筛选剩余的波段数目最少（ｍ＝３）且
ＲＰＤ为２５５（大于２５），所以仍具有极好的预测能
力。通过 Ｒ２ｐ／Ｒ

２
ｃ来比较模型的稳定性发现：ＬＲ ＳＲ

最高达９９０１％，而其余 ３种模型分别为：ＣＲ ＳＲ
（９６２９％）、ＦＤＲ ＳＲ（９５２４％）、ＲＥＦ ＳＲ
（９２００％），均低于最差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ＦＤＲ ＰＬＳＲ），说明逐步回归法对模型的简化也会
造成稳定性一定程度的下降。

２４　岭回归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岭回归方法是 １９７０年 ＨＯＥＲＬ等［３１－３２］
针对复

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方法，以放弃最小二乘

法的无偏性和部分精度为代价来获得效果稍差但更

稳定且符合实际的回归方程，是一种改进的最小二

乘估计。在岭回归估计中，通过选择不同的岭参数

ｋ值可以得到不同的回归系数，由岭迹法选择变量，
消减波段之间的相关性。通常选择 ｋ值的一般原
则

［３３］
是：①各回归系数的岭估计基本稳定。②采用

岭回归法得到的各自变量符号更具有实际意义。

③回归系数没有不合乎经济意义的绝对值。④残差
平方和增加不太多。

而岭回归用于选择波长的原则是：①剔除掉标
准化岭回归系数比较稳定且绝对值很小的自变量。

②剔除标准化岭回归系数不稳定，但随着 ｋ的增加
振动趋于零的波长。③剔除标准化岭回归系数很不
稳定的波长。④根据去掉波长后重新进行岭回归分
析的结果，去掉一个或若干个回归系数不稳定的

波长。

以全波段４种光谱指标（ＲＥＦ、ＬＲ、ＦＤＲ、ＣＲ）作
为自变量，土壤含水率为因变量，根据 ｋ值选择原则
和波长选择原则，确定岭参数 ｋ和最优波长，建立
ＲＥＦ ＲＲ、ＬＲ ＲＲ、ＦＤＲ ＲＲ、ＣＲ ＲＲ４种岭回归
模型（表４）并比较分析。

表 ４　土壤含水率的 ＲＲ模型

Ｔａｂ．４　Ｒ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光谱

指标

波段数

ｍ
中心波长／ｎｍ

岭参数

ｋ

建模决定

系数 Ｒ２ｃ

验证决定

系数 Ｒ２ｐ

均方根误

差 ＲＭＳＥ

相对分析

误差 ＲＰＤ

ＲＥＦ ６ ９８５，１４４１，１５０３，２０４３，２２９５，２３３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６ ００１７ ４４５

ＬＲ ５ １４０１，１４１５，１４８８，１７９９，１８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９ ００１２ ５８９

ＦＤＲ ７ １０８７，１１５１，１３１７，１６２９，１７２４，２１２５，２１５２ ０３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１ ００２５ ２５８

ＣＲ ６ １３５９，１４０８，１５５６，１８８５，１９９５，２１５４ ００２ ０９１０ ０９４０ ００２０ ３６７

　　由表 ４可见，利用不同光谱指标（ＲＥＦ、ＬＲ、
ＦＤＲ、ＣＲ）所建立的４种岭回归模型中，岭参数 ｋ的
取值浮动较大（ｋ＝００００２～０３），而筛选出的波段
数（ｍ＝５～７）较逐步回归法（ｍ＝３～４）略微增加，
但模型的复杂程度和运算量相差不大。对经过数学

变换后的３种光谱指标（ＬＲ、ＦＤＲ、ＣＲ）建立的模型，
模型的验证决定系数 Ｒ２ｐ较建模决定系数 Ｒ

２
ｃ分别提

高０４１％、０２５％、３３３％，ＲＥＦ ＲＲ虽略有降低，
但是 Ｒ２ｐ比 Ｒ

２
ｃ仅下降 ０１１％，所以岭回归模型较为

稳健。

与对应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比较：ＬＲ

ＲＲ模型的建模决定系数 Ｒ２ｃ＝０９７５，提高 ０４２％，
其他 ３个模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降幅为
３２５％、６９５％、７２７％），而在验证决定系数 Ｒ２ｐ方

面，ＬＲ ＲＲ模型 Ｒ２ｐ增加了０８４％，ＲＥＦ ＲＲ、ＦＤＲ
ＲＲ、ＣＲ ＲＲ分别下降了 ３０７％、４５２％、３７１％。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 ５个特征波段的 ＬＲ ＲＲ模型

与２００１个波段的 ＬＲ ＰＬＳＲ模型对土壤含水率均
有极好的拟合效果。从模型预测方面来看，ＬＲ ＲＲ
模型（ＲＭＳＥ为 ００１２，ＲＰＤ为 ５８９）比 ＬＲ ＰＬＳＲ
模型（ＲＭＳＥ为００１３，ＲＰＤ为５６８）略有提高，故具
有极强的预测精度和预测能力，然后依次为 ＲＥＦ
ＲＲ、ＣＲ ＲＲ、ＦＤＲ ＲＲ模型，其中最差的 ＦＤＲ
ＲＲ模型 ＲＭＳＥ为 ００２５、ＲＰＤ为 ２５８，虽然降幅最
大，但仍具有很强的定量预测能力。

与逐步回归模型比较：ＲＥＦ ＲＲ、ＬＲ ＲＲ、ＦＤＲ
ＲＲ、ＣＲ ＲＲ４种岭回归模型的建模决定系数 Ｒ２ｃ变
幅分别为：１４３％、－０６１％、－４６９％、－１０８％，
验证决定系数 Ｒ２ｐ 变幅分别为 １０１３％、０７９％、
０３２％、６１５％。结合该对比发现，在模型拟合度方
面，岭回归模型 ＲＥＦ ＲＲ、ＣＲ ＲＲ较优于对应的
逐步回归模型，而 ＬＲ ＲＲ模型与 ＬＲ ＳＲ模型拟
合度相仿，但 ＬＲ

!

ＲＲ模型的 Ｒ２ｃ和 Ｒ
２
ｐ最高分别为

０９７５和０９７９。在模型预测方面，ＬＲ ＲＲ模型的
ＲＭＳＥ和 ＲＰＤ（００１２，５８９）均优于 ＬＲ Ｓ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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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３，５７２），其余３种模型的 ＲＭＳＥ均在允许范
围内，且ＲＰＤ均大于２５，具有极好的预测能力。总
之，ＬＲ ＲＲ模型不仅对波段具有较好的优选作用，
还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为最佳模型，其次

为 ＲＥＦ ＲＲ和 ＣＲ ＲＲ，ＦＤＲ ＲＲ模型相对较差。

３　讨论

高光谱遥感与宽波段遥感相比具有光谱分辨率

高和波段连续性强的特点，能够获得更为精细的光

谱信息，是定量分析浅层土壤水分与光谱特征参数

关系的重要工具，可以更为精确地获得土壤含水率

的敏感波段，而对光谱进行不同的数学变换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光谱测量中的某些人为和自然因素

的干扰，增强信噪比
［１１］
，以期提高土壤含水率的预

测精度。

运用３种不同的回归方法对４种光谱指标进行
建模，发现倒数之对数处理后的光谱数据，在逐步回

归建模和岭回归建模中具有较好的效果，证明对数

据进行 ＬＲ预处理可以更为有效地处理非线性问
题，达到增强相似光谱之间的差异，减小随机误差的

作用
［２４，３４］

。而在３种回归模型中，反演精度最高的
是基于全波段的 ＰＬＳＲ模型：建模集和验证集的决
定系数 Ｒ２最高分别达到 ０９９０和 ０９８７，进一步验
证了偏最小二乘 高光谱遥感模型在定量预测土壤

浅层含水率方面的可行性
［８，１０，１２］

。但基于全波段

（４００～２４００ｎｍ）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复杂、计算
量大，难以在实际生产中运用。为实现模型的简化，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和岭回归２种方法建模并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表明，２种方法从具有“维数灾难”及
多重共线性的全波段高光谱数据中，有效挖掘了与

土壤含水率相关的波段信息。而岭回归法作为一种

改进的参数估计方法，通过损失部分精度为代价从

而获得对病态数据具有更强耐受性的回归模型（表

现在大部分岭回归模型的建模决定系数 Ｒ２ｃ较低，但

验证决定系数 Ｒ２ｐ较高）。
以往土壤含水率的高光谱定量反演研究主要利

用土壤原始光谱反射率及相对应的倒数之对数，一、

二阶微分，去包络线等光谱预处理方法，结合偏最小

二乘、逐步回归、主成分等方法构建回归模型。而岭

回归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回归方法，在高光

谱领域的研究较少：祝鹏等
［１９］
在对太湖水样 ＣＲＳ

的分析和张曼等
［２０］
对小麦蛋白质的光谱测定中均

用到了岭回归方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此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岭回归法在高光谱的定量分析

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又由于岭回归在高光谱遥

感反演土壤含水率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故本文

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分析。而基于不同光谱指标

所建立的岭回归 高光谱遥感反演模型，具有逐步回

归模型简便的特点，兼具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精度

高（Ｒ２均在 ０９０以上），预测能力较强（ＲＰＤ均在
２５以上）的长处，说明岭回归法在高光谱定量反演
土壤含水率方面同样具有可行性。但本文所用到的

光谱指标较少，光谱预处理方法单一，有待于进一步

尝试更多不同的光谱指标变换在土壤含水率岭回

归反演模型中的应用，同时，未来还应尝试利用岭

回归法来充分挖掘土壤光谱信息，实现对土壤不

同成分（如有机质、盐分、重金属等）的快速而准确

的预测。

４　结论

（１）逐步回归模型在应用方面具有简便性和快
速性，筛选了与水分相关的显著性波段，但 Ｒ２ｐ大部

分小于 ０９，验证效果较差。岭回归模型的 Ｒ２ｃ、Ｒ
２
ｐ

均大于 ０９，ＲＭＳＥ均在 ００３以内，ＲＰＤ均大于
２５，故拟合优度、预测效果极好，同时考虑到岭回归
法建模仅使用了优选后的 ５～７个波段（全波段的
０３％），故岭回归法在波段筛选方面具有“少而精”
的特点。

（２）基于不同光谱指标建立的岭回归模型所选
择的岭参数 ｋ值不同，筛选出波段也不同。但根据
预测结果（Ｒ２ｐ均高于 Ｒ

２
ｃ，ＲＭＳＥ很小且在误差允许

的范围内，ＲＰＤ较高，模型具有极强的预测能力）分
析看，波段间的相关性已大大减弱，模型具有较强的

稳健性和预测能力。

（３）基于倒数之对数变换指标建立的逐步回归
模型与岭回归模型，其决定系数最高，故该指标在 ２
种回归模型中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而只使用５个
波段建立的 ＬＲ ＲＲ模型，其 Ｒ２ｃ和 Ｒ

２
ｐ最高分别为

０９７５和０９７９，ＲＭＳＥ为 ００１２，ＲＰＤ为 ５８９，是进
行土壤含水率高光谱反演的最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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