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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统去除法分析不同马铃薯品种高光谱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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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实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背 景 下，加 强 马 铃 薯 相 关 的 研 究 显 得 十 分 有 意 义。比 较 和 分 析

不同马铃薯品种不同时期的光谱差异性，旨在为马铃薯品种鉴定、马铃薯与其他作物的区分、马铃薯空间分

布提取、马铃薯病虫害监测、马铃薯受各种胁迫的影响以及各种作物识别研究等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也为

作物高光谱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对在吉林地区大田试验获取的马铃薯早 熟 品 种 费 乌 瑞 它 和 中 晚 熟 品 种 延

薯４号结薯期和块茎膨大期等关键生育期的样品的冠层高光谱反射率数据，首先利用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平滑滤

波进行去噪声处理，获取其连续统去除光谱并提取出最大吸收深度、总面积、左面积、右面 积、对 称 度、面

积归一化最大吸收深度６个特征参数。同时对滤波后的光谱反射率数据 和 连 续 统 去 除 光 谱 反 射 率 数 据 进 行

一阶微分处理。在对不同马铃薯品种这两种光谱 反 射 率 曲 线 对 比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构 建 反 射 率 差 异 性 指 数、一

阶 导数差异性指数、连续统去除光谱特征参数差异性指数共３类８种差异性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其中反射率

差异性指数和一阶导数差异性指数研究“绿峰”５５０ｎｍ，“红谷”６７０ｎｍ以及 可 见 光－近 红 外 平 台７６０ｎｍ附

近的波段。利用这些差异性指数定量地分析了不 同 马 铃 薯 品 种 高 光 谱 差 异 性。将 连 续 统 去 除 法 应 用 到 植 物

高光谱差异性分析中来，并且深入到不同马铃薯 品 种 以 及 其 不 同 生 育 时 期。构 建 的 差 异 性 指 数 取 得 了 很 好

的评价效果，结果表明：（１）相比反射率差异性指数和最大吸 收 深 度 差 异 性 指 数，一 阶 导 数 差 异 性 指 数、总

面积差异性指数、左面积差异性指数、右面积差异性指数、对称度差异性指数和归一化差异性指数都可以很

好地描述不同马铃薯品种的高光谱差异性，连续统去除光谱局部放大了两个不同马铃薯品种的高光谱差异；
（２）滤波光谱和连续统去除光谱反射率差异性最大的波长位置和时间都相同，均处于８月１６日波长６７１．２４
ｎｍ处；最 大 吸 收 深 度 差 异 性 指 数 值 最 大 仅 为０．０１；滤 波 光 谱 一 阶 导 数 差 异 性 指 数 值 在６月２４日 波 长

６７３．５５ｎｍ处最大达到０．９７７，连续统去除光谱一阶导数差异性指数在６月２４日 波 长７５９．７４ｎｍ处 最 大 达

４７．８７，在不同马铃薯品种光谱差异性分 析 中 作 用 最 为 明 显；总 面 积 差 异 性 指 数 值、右 面 积 差 异 性 指 数 值、
对称度差异性指数 值 和 归 一 化 差 异 性 指 数 值 均 在６月２４日 最 大，最 大 值 分 别 为０．１３，０．２１４，０．２０５和

０．１１３，左面积差异性指数值在７月２４日最大，为０．１９９；（３）根据所构建的差异性指数定量评价结果综合推

测可知，两个不同马铃薯品种高光谱差异最大的 时 期 处 于 早 熟 品 种 费 乌 瑞 它 结 薯 期 的 中 晚 期，中 晚 熟 品 种

延薯４号结薯期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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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耕地总量基本 稳 定 以 及 膳 食 结 构 发 生 变 化 的 背 景 下，
我国粮 食 自 给 率 已 由９５％下 降 到８７％左 右。如 何 提 高 我 国

粮食安全水平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１］。随着“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 实 施，马 铃 薯 逐 步 成 为 我

国继水稻、小麦、玉米之 后 的 第 四 大 主 粮 作 物，这 对 我 国 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

断加强马铃薯的相关研究显示十分重要。高光谱遥感技术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