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pidEye 卫星红边波段对农作物面积提取精度的影响

刘 佳，王利民，滕 飞，杨玲波，高建孟，姚保民，杨福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在传统的可见光与红外波段基础上增加红边波段（690~730 nm），是当前高分辨卫星传感器研制的明显趋势。德国

RapidEye 卫星携带有红边波段传感器，该文基于黑龙江省北安市东胜乡 2014 年 7 月 27 日的 RapidEye 遥感数据，采用监

督分类的方法，通过计算有红边参与条件下、无红边参与条件下，玉米、大豆及其他 3 种地物类型的可分性测度、分类精度

及景观破碎度等指标，比较分析了 2 种波段组合方式下的红边波段对农作物面积提取精度的影响。其中，监督分类的训练

样本是以覆盖研究区的 2 km×2 km 格网为基本单元，在玉米和大豆面积比例等概率原则下，选取了 10 个网格作为训练样

本，样方内作物的识别采用目视解译的方式完成。精度验证是采用覆盖研究区的农作物面积本底调查结果评价的，本底调

查数据是在 5 m 空间分辨率 Rapideye 数据初步分类基础上，根据多时相 Landsat-8/OLI（Operational Land Imager）数据季节

变化规律，结合地面调查，采用目视修正的方法完成。结果表明，有红边参与的玉米、大豆和其他 3 种地物类型识别的总体

精度为 88.4%，Kappa 系数为 0.81，玉米、大豆和其他 3 种地物类型的制图精度分别为 93.1%，86.0%和 87.3%；没有红边参与

的 3 种地物识别的总体精度为 81.7%，Kappa 系数为 0.71，玉米、大豆和其他 3 种地区类型的制图精度分别为 83.9%，73.4%
和 84.6%；通过引入红边波段，3 种地物的总体识别精度提高了 6.7 百分点，玉米、大豆和其他 3 种地物类型的识别精度分

别提高了 9.2 百分点，12.6 百分点和 2.7 百分点。利用 Jeffries-Matusita 方法计算了 3 种地物的可分性测度，玉米-大豆、玉
米-其他、大豆-其他的可分性测度分别由 0.84 变为 1.73、1.37 变为 1.81、1.27 变为 1.29；采用破碎度指数计算了景观破碎

度，地块数量减少了 69.2%，平均地块面积增加了 2.2 倍，平均地块周长增加了 60.50%，地块面积与周长比增加了 1.0 倍。由

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通过红边波段的引入，增加了地物的间的可分性测度，减少了“椒盐”效应造成的景观破碎度的增

加，农作物面积识别整体精度得到了提高。目前搭载红边波段的卫星载荷越来越多，即将发射的国产卫星也拟增加红边波

段提高作物识别能力，该文研究结果将为国产红边卫星数据在农业上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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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遥感技术具有时效性、客观性和可视性特点，且逐步

与统计调查相融合，在农作物种植面积监测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农作物面积信息获取的重要
途径[1-2]。采用多时相数据[3-5]和增加敏感波段[6-8]的方法，是
提高农作物面积识别精度的 2 个主要方面。其中敏感波段

的增加，可以在客观上增加单一时相影像所包含的有效信
息量，有助于增强地类的可分性。传统可见光波段的多光
谱卫星载荷一般以蓝（450~520 nm）、绿（520~590 nm）、红

（630~690 nm）和近红外（770~890 nm）波段为主[9]。红边波

段是介于红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之间的波段，波段范围
为 690~730 nm，植被叶片反射率在这个范围会发生突变，

对病害胁迫也较为敏感，且受背景信息影响较小，是定量
遥感分析的理论基础[10-13]。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卫星载荷已经开始通过增加多光谱谱段来提高卫星

应用能力，如德国 RapidEye AG 公司 RapidEye 卫星[14]，美
国 Digital globe 公司 Worldview-2 卫星 [15]，ESA（European
Space Agency，欧洲航天局）的 Sentinel-2 卫星[16]，都包含红
边波段传感器，为红边波段作物遥感监测提供了数据保
障[17-20]。从已有研究报道分析，红边遥感监测应用主要集

中在地表类型识别、作物参数计算、作物养分含量、作物病
害或环境胁迫监测等方面。

大宗农作物[21]、湿地[22]、林地[23]、地表覆盖[24-25]等内容的

分类研究，都不同程度说明了红边波段在面积识别中的
作用。如 Kim 等利用 RapidEye 影像对韩国水稻均匀种植
区进行了识别研究，通过由红边波段和近红外波段数据

构建的 edgNDVI 指数实现了对早熟、中熟和晚熟 3 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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