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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研究进展

摘要
作物病虫害作为严重的生物灾害已

危及到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病虫
害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日益加
剧，植保部门目前使用的测报和防控方
式无法满足大范围的精准、高效、绿色科
学防控需求．因此，建立基于遥感手段的
高效、无损的大面积病虫害监测预测方
法，将提升我国大面积作物病虫害的监
测和测报精度与防控水平，有利于减少
农药施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近年来出现的多种形式的作物病虫
害遥感监测方法和技术手段为病虫害的
有效防治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
对相关技术方法进行综述，本文从多尺
度下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机
理、监测方法、预测预报方法、典型模型
与应用等方面阐述了作物病虫害遥感监
测和预测预报研究进展，并探讨了作物
病虫害遥感监测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
来发展趋势，建议通过建立全国尺度的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预测系统，构建作
物病虫害绿色智能防控体系，实现病虫
害大面积、快速的监测、预测预报和精
准、高效、绿色科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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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物病虫害已成为威胁粮食安全、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之

一［１⁃２］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估计，全世界每年由病虫害导致的粮

食减产约占总产量的 １ ／ ４，其中病害导致的损失约占 １４％，虫害导致

的损失约占 １０％．中国每年因作物病虫害导致的粮食损失约 ４００ 亿

ｋｇ，占粮食总产量的 ８ ８％．Ｐｉａｏ 等［３］ 分析了中国 １９７１—２００７ 年间的

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及对应的农药施用量，发现病虫害发生面积呈

明显增长趋势，从 １９７１ 年的约 １ 亿 ｈｍ２ 增加到 ２００７ 年的约 ３ ４５ 亿

ｈｍ２；同时，农药施用量也显著增加，从 １９７１ 年的约 ６００ 万 ｔ 增加到

２００７ 年的约 １ ３００ 万 ｔ．了解病虫害发生的位置、范围以及严重程度是

进行植保工作的关键．目前传统的病虫害现场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专业调查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存在主观性强的

问题，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病虫害防治形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遥感

技术提供了一种相对于传统的作物保护调查方法的重要补充手段，
能够极大地提高大范围病虫害监测的能力［４］ ．

作物病虫害的遥感监测可以看作是对作物的“放射诊断”，这是

一种以非接触式的方式对病虫害进行空间连续监测的方法．随着计算

机科学和遥感技术的迅速发展，多种遥感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病虫害

的监测，在多个尺度上开展了对病虫害监测特征和模型的研究，使作

物病虫害成为农业遥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４⁃７］ ．随着遥感科

学与作物病理学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研究从各个层面得到了深化，
使其在农作物估产、品质预报和病虫害监测等多个方面有着不同程

度的应用．这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作业和管理模式，极
大地推动着农业朝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和现代化、信息化的

方向发展．例如美国国家尺度作物生长状态及作物产量数据自 １９９５
年起开始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分析，该技术对快速、低成本地获得

全国尺度的各种粮食种植品种、生长状态、产量等数据具有重要作用．
近期研究不仅希望监测特定病虫害的发生，同时希望评估病虫

害感染的严重程度，甚至对一些复杂情况下不同病虫害胁迫进行区

分和制图［２，８⁃１０］ ．随着精密制造技术和测控技术的发展，各类机载、星
载的遥感数据源不断增多，为各级用户提供了多种时间、空间和光谱

分辨率的遥感信息．而这些技术和数据的涌现为作物病虫害监测提供

了宝贵的契机，使得有可能更为准确、快速地了解作物病虫害发生发



　 　 　 　展的状况．随着这些技术的日渐成熟，特征提取与建

模过程不再局限于一些传统的特征识别和统计方

法，一些新的信号处理技术和模式识别算法在监测

建模中不断被应用［４，１１⁃１５］ ．这些方法在促进精细的病

虫害防控管理等实际应用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潜力．
本文通过对相关技术方法进行综述，从多尺度下的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机理、作物病虫害遥感

监测方法、作物病虫害遥感预测预报方法、作物病虫

害遥感监测与预测典型模型及应用等 ４ 个方面阐述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方法，希望提供一个现阶段作

物病虫害遥感监测研究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病虫害遥感监测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

趋势．

１　 多尺度下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机理

光学遥感是目前作物病虫害监测中研究最为聚

集、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针对不同尺度下遥感数据

源的特性以及病害胁迫的病理学基础，主要存在 ２
种遥感监测方法：１）基于光谱特性的病虫害直接检

测，即通过形式化表达病虫害的光谱响应，使其作为

作物病虫害光学遥感监测的基本依据；２）基于生境

信息反演的病虫害间接监测，即通过对地表温度、田
间湿度及作物长势状况等生境信息的遥感反演，使
其作为病虫害发生情况的定量指标．不同尺度作物

病虫害监测数据源及特点如表 １ 所示．

１ １　 基于光谱特征的直接监测机理

作物在病虫害胁迫条件下会在不同波段上表现

出差异性的吸收和反射特性，作物病虫害所引起的

不同症状及光学属性是进行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的

病理学基础．作物病虫害的光谱响应可以近似认为

是一个由病虫害引起的作物色素、水分、形态、结构

等变化的函数，因此往往呈现多效性，并且与每一种

病虫害的特点有关［３⁃４，１２，１６⁃１７］ ．而不同的病虫害症状

决定了在监测中应采取不同的方法．一些情况下作

物病虫害由于缺乏可被遥感探测的特征（如一些穗

部感染的病害或发生在作物体下部的病虫害）而难

以进行遥感监测．通常而言，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的

一个基本要求是作物的症状能够引起特定传感器或

传感器系统的响应．多数作物病虫害的遥感监测包

括 ４ 种症状或伤害类型（表 ２）：１）生物量或叶面积

指数（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ＬＡＩ）的减少．如某些害虫（如
玉米粘虫）啃食作物叶、茎等部位，导致作物 ＬＡＩ 或
生物量显著下降［１８］ ．这种伤害类型的遥感响应通常

缺乏特异性，因此监测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２）病
斑虫伤．一些作物病害特别是真菌性病害往往在作

物叶片上形成孢子堆，以及由感染组织坏死引起的

病斑．不同病虫害引起的病斑、虫伤在颜色、形状和

分布（均匀分布或聚集分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
这些差异对病虫害监测至关重要［１８⁃２０］ ．３）色素系统

破坏．很多情况下，病虫害会导致叶绿体或其他细胞

器的破坏，进而导致作物色素含量（如叶绿素、类胡

萝卜素和花青素）的变化．这种类型病症的监测通常

需要使用高光谱遥感数据［５，２１］ ．４）脱水．脱水在病虫

害初起时并不是一种常见症状，而随着侵染程度加

重会在后期普遍出现．某些害虫（如甲虫或蚜虫）的
穿孔和吮吸行为可直接导致作物脱水．此外，当感染

病虫害的作物水分传输系统被破坏时会影响水分代

谢从而导致脱水［２１］ ．作物病虫害可导致上述症状中

的一种或几种．此外，病虫害的侵染和破坏往往呈现

一个时间过程，由不同形式的症状叠加或相互作用，
进而在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程度和方式

的危害［１０，１９］ ．例如，感染黄锈病的冬小麦初期会引起

叶片损伤和叶绿素含量下降，如不进行适当防治，因
光合作用系统受损会导致生物量下降，甚至影响作

物的水分代谢，使严重感染病害的作物在后期出现

脱水症状［２２］ ．

表 １　 不同尺度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源及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ｏｐ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观测尺度 特点及应用 常用设备

叶片及冠层尺度观测
光谱特征明确，准确度高，观测范围小，成本较高．以农
机具作为平台，常作为喷药辅助设备

非成像高光谱扫描仪（ＡＳＤ⁃２５００）
高光谱成像仪（Ｈｅａｄｗａｌｌ）
荧光成像扫描仪（ＰＡＭ⁃２１００）

农田地块尺度监测
观测范围较大，成本较高，精度较高．以航空飞行器为平
台，输出田间病害处方图

成像多光谱仪（ＭＳ⁃４１００）
成像高光谱相机（ＰＨＩ，ＯＭＩＳ）
热红外成像仪（ＦＬＩＲ）

区域尺度监测
观测范围极大，成本低，以遥感卫星为数据源，为大尺度
检测和预报提供依据

多光谱卫星（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ＩＫＯＮＯ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Ｇ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高光谱卫星（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热红外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Ａｓｔｅｒ，ＨＪ）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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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作物病虫害典型遥感监测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ｒｏｐ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破坏类型与监测指标　 　 　 示例病虫害类型 症状表现

１． 生物量或 ＬＡＩ 的减少 玉米粘虫

２． 病斑虫伤 小麦条锈病、白粉病

３． 色素系统破坏（叶绿素、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等） 水稻白叶枯病

４． 脱水 小麦蚜虫

　 　 目前，依靠对不同波段范围内的光学信号在传

输、反射、折射、衍射过程中与物体的相互作用后发

生的速率、强度等重要属性的改变对作物组分、结构

的改变进行探测常作为农作物长势和病虫害胁迫的

诊断方式［２２⁃２３］ ．在病害监测中通常使用的光学遥感

系统的波谱范围主要涉及紫外（２００～４００ ｎｍ）、可见

光（４００～８００ ｎｍ）和近红外（８００～２ ５００ ｎｍ）波段．植
被在这些波段上的反射率由于能对作物病虫害引起

的生物量和 ＬＡＩ 减少、病斑虫伤、色素系统破坏以及

脱水等生理变化产生比较直接的响应［１４，２４⁃２５］，因此

成为作物病害遥感探测的重要途径．在光学遥感中，
高光谱和多光谱技术都可以作为病害监测的重要信

息源，但高光谱数据由于具有更高的光谱分辨率，能
够探测到植被光谱曲线在某些特定波段下的细节信

息，在研究中受到广泛的重视［２６⁃２８］ ．
基于地物光谱仪对作物病虫害症状进行光谱观

测通常在器官（叶、穗）和冠层尺度上进行，主要通

过研究病虫害在可见光至近红外波段的光谱响应为

特征、模型研究提供重要信息．如 Ａｄａｍｓ 等［１９］ 基于

大豆叶片光谱，采用光谱微分技术对大豆萎黄病进

行监测；Ｌｉｕ 等［１３］ 采用类似的仪器测定了水稻颖枯

病的穗光谱，建立了光谱与病情等级之间的关系模

型．在针对冠层的研究方面，Ｈｕａｎｇ 等［２４］ 采用 ＡＳＤ

光谱仪测定了小麦条锈病的冠层光谱，构建了适合

于监测该病的光谱指数；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等［２１］ 利用小麦

病害的冠层光谱，进行了病害特征的提取研究．同
时，随着传感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研究者们越来越倾

向利用图谱合一的成像光谱数据．Ｍｏｓｈｏｕ 等［１１，２３］ 利

用车载成像高光谱进行小麦病害的实时监测；Ｚｈａｎｇ
等［２９］采用一台光谱范围在 ２００～２ ５００ ｎｍ 之间的成

像光谱仪对小麦条锈病的病斑进行了遥感探测；
Ｆｉｏｒｅ 等［３０］利用成像高光谱技术成功识别了番茄黄

祛病．

１ ２　 基于生境信息反演的病虫害遥感预测

对作物病虫害进行大范围监测和发生预测是植

被定量遥感研究和应用的重点．通常，对虫害而言，
虫卵的出土、羽化、成虫，需要适宜的景观格局和土

壤湿度等生境条件；对病害而言，病菌孢子的繁殖、
传播、侵染等过程需要合适的寄主、有效积温及湿度

条件，这些与病害发生相关的关键环境信息提取是

作物病虫害遥感预测的基础．目前在这一方面，主要

基于高光谱和多光谱遥感传感器，在近地获得光谱

数据支持特征和模型方法研究，并通过在航天（遥感

卫星）或航空（有人机、无人机）平台上搭载传感器

获得遥感影像以支持大范围的病虫害监测．例如，利
用航天平台获取的热红外通道信息（例如卫星热红

２３
黄文江，等．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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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波段）可反演得到地表温度 ＬＳＴ、土壤含水量 ＳＷＣ
等生境参数在不同田块中的空间变异情况，进一步

在田块尺度上解析关键环境因子对小麦病虫害发生

的影响［３１］ ．Ｗａｎｇ 等［３２］通过对全国 １５ 个主要茶树种

植省的采样分析，发现了 １１ 种侵染茶树叶的炭疽

菌，并比较了每一种炭疽菌的侵染特性．Ｕｍｉｎａ 等［３３］

通过研究澳大利亚东南部小麦线条花叶病毒与小麦

种植的关系，发现线条花叶病毒在农作物中的流行

与长季小麦品种的种植有关．Ｇöｔｚ 等［３４］ 针对泰国和

越南的 ２ 种主要烟粉虱 Ｂ． ｔａｂａｃｉ Ａｓｉａ１ 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Ｍｉｎｏｒ 进行了分析，并发现 ２ 种烟粉虱在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存在物种替代现象．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等［３５］ 发

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一种新的病害正在

侵染东南亚地区的木薯种植区，通过对 ５ 个国家、
４２９ 块样田的采样分析，发现遭受粉蚧和螨虫侵染

的木薯种植区分别达到了 ７０％ 和 ５４％．

２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方法

近年来，随着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国内外卫星

的发射，使得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技术在不同作物

病虫害胁迫早期的实时、快速、非破坏性的监测和识

别成为可能．中国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计划发射了

高分（ＧＦ）系列卫星，欧州太空局发射的哨兵系列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ｓｅｒｉｅｓ）等卫星都大大缩短了全球对地观测

数据的重访周期（从 １６ ｄ 缩短至 ５～１０ ｄ）．上述新发

射卫星连同我国的风云（ＦＹ）系列、资源（ＺＹ）系列、
环境（ＨＪ）系列等卫星正构筑起一个高频度、高空间

分辨率、多谱段、全覆盖的对地观测系统．另一方面，
无人机平台（如大疆、极飞、全丰等）和轻小型无人

机载遥感传感器（如 ＵＨＤ１８５ 画幅式成像高光谱仪）
的不断突破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观测分辨率（从米级

提高至厘米级），同时为一些地块破碎及多云多雨的

区域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影像获取手段．此外，多源信

息融合算法的发展有助于充分利用多源异构数据中

的互补信息形成具有更高分辨率和精度的时空连续

数据集，为大范围的病虫害监测提供数据支撑．当前

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基于高光谱和多光谱遥感特

性，针对不同病虫害胁迫下的病理机制的差异，在不

同尺度的应用条件下，构建作物病虫害的遥感监测

和识别方法．

２ １　 基于高光谱分析技术的遥感监测研究

高光谱作物监测和胁迫诊断能够同时支持图像

维和光谱维的信息提取，能够精细对比植株局部光

谱差异，提取胁迫的光谱特征．另一方面，丰富的窄

波段光谱信息能够为胁迫的区分提供更全面的观察

角度和更丰富的信息．目前的基于高光谱分析的病

害监测研究结果表明，可见⁃近红外波段和荧光波段

是作物病虫害监测的 ２ 个主要的光谱监测“窗口”．
２ １ １　 可见⁃近红外光谱响应特征

光谱波段反射率特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特征，
可见⁃近红外波段的光谱反射信号反映了植被胁迫

引起的物理生化组分的变化，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

作物病虫害的遥感监测和早期胁迫诊断研究［３７⁃４０］ ．
黄文江等［４］系统阐述了小麦、水稻、玉米和棉花主要

病害的叶片和冠层光谱特性；Ｌｕｏ 等［４１］ 发现小麦蚜

虫的发生能够引起 ７００ ～ ７５０、７５０ ～ ９３０、９５０ ～ １ ０３０
和 １ ０４０～１ １３０ ｎｍ 范围的光谱反射率的显著改变．
除原始光谱波段外，Ｓｐｉｌｅｎｌｌｉ 等［４２］ 利用梨树冠层的

近红外光谱的导数特征对火瘟病进行早期的遥感识

别，研究表明高维的光谱信息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病

害胁迫信息，进而对病害的早期发生进行判别；
Ｐｕｒｃｅｌｌ 等［４３］利用傅里叶变换（ＦＴ）对甘蔗样本的可

见⁃近红外波段的光谱特征进行提取，再利用主成分

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建模，对不同甘蔗病害进行判别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阶微分光谱对病害的识别具

有显著效果，并在实际的病害早期识别和发生预测

应用中显示出充足的潜力．另一方面，基于植被指数

形式的光谱特征也是病虫害监测中较为常用的特

征．基于一定生理意义的植被指数能够增强和突显

一些光谱变化，从而得到较理想的效果．Ｎａｉｄｕ 等［３９］

利用叶片的可见光反射率特征对葡萄卷叶病进行诊

断，结果表明在绿波段和近红外波段对病害胁迫有

显著的响应，因此，通过构造植被指数，实现了对葡

萄病害的遥感监测和识别；Ｓｈｉ 等［４４］ 利用多年的小

麦条锈病、白粉病和蚜虫叶片和冠层高光谱，构造基

于相关植被指数的核判别分析的非线性分类器，研
究表明在相关植被指数构造的特征空间中，基于

Ｓｉｇｍｏｉｄ 核函数对其进行映射，有利于加强样本的类

间距离，提高类精度，对多胁迫的小麦病虫害遥感监

测与区分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在病虫害的发生预测方面，Ｈｕａｎｇ 等［４５］ 利用便

携式光谱仪获取芹菜枯萎病的冠层高光谱反射信

号，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发现一阶和二阶光谱

信号对枯萎病的侵染有敏感的响应，研究还发现，提
取可见⁃近红外光谱波段（４００ ～ １ ３００ ｎｍ）的光谱信

息进行建模，在满足分类精度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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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效率，预测精度大于 ８７％；Ｃｈｅｎ 等［４６］ 对棉花黄

萎病的冠层光谱进行分析，发现 ６８０ ～ ７６０ ｎｍ 的可

见光波段和 ７３１ ～ １ ３７１ ｎｍ 的近红外波段对黄萎病

的侵染有显著的响应，利用这 ２ 个响应区域构造棉

花黄萎病的冠层发生预测模型，预测精度达到 ８２％；
Ｓｈｉ 等［４７］对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的冠层高光谱的小

波特征进行了定量提取和分析，结果表明，在 ４８０、
６３３ 和 ９４３ ｎｍ 波段处的小波特征变化可以有效诊断

出小麦条锈病和白粉病胁迫，并对其进行区分；Ｄｅｌａ⁃
ｌｉｅｕｘ 等［４８］测量了 ３５０～２ ５００ ｎｍ 波段范围内的苹果

黑星病光谱响应信号，通过构建基于偏最小二乘和

线性判别分析（ＰＬＳ⁃ＬＤＡ）的决策树算法，对健康苹

果和感病苹果进行自动识别和筛选，结果表明，
１ ３５０～１ ７５０ ｎｍ 和 ２ ２００～２ ５００ ｎｍ 的光谱波段在黑

星病感染早期有明显的响应，而 ５８０ ～ ６６０ ｎｍ 以及

６８８～７１５ ｎｍ 的可见⁃近红外波段对表征病害中期的光

谱特征并对其进行识别和预测有更显著的效果．
大量的信号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被用于敏感波

段选择和目标识别等光谱分析过程中．例如，Ｒｏｇｇｏ
等［４９］对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最临近判别（ＫＮＮ）、
偏最小二乘判别（ＤＰＬＳ）、主成分判别（ＰＣＤ）、回归

分析（ＲＡ）、极大似然分析（ＳＩＭＣＡ）、神经网络（ＮＮ）
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等 ８ 种主流的分类算法进行对

比，评价其在甜菜病害的光谱特征筛选和分类中的

性能，结果表明 ＤＰＬＳ、ＳＩＭＣＡ 和 ＰＣＤ 算法对病害的

识别精度优于其他算法；Ｗｕ 等［５０］ 利用基于主成分

分析的神经网络算法（ＰＣＡ⁃ＢＰＮＮ）和基于偏最小二

乘的神经网络（ＰＬＳ⁃ＢＰＮＮ）分别对茄子灰霉病冠层

光谱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 ＰＣＡ⁃ＢＰＮＮ 算法对

病害的识别精度达到 ８５％，优于 ＰＬＳ⁃ＢＰＮＮ 算法

的 ７８％．
上述关于病虫害光谱监测和预测特征的研究显

示，病虫害敏感光谱特征的波段位置和表现形式较

为多样化，在不同病虫害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在

实际监测中，如何根据目标病虫害的监测特点，研究

特征的选择和构建方法，找到高专一性的监测特征

是监测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敏感波段的筛选和组

合，大量的学者提出了基于高光谱波段的一阶微分、
连续统特征及植被指数，用于对不同病虫害胁迫的

区分和识别，具体如表 ３ 所示．
近年来，成像高光谱传感器在病虫害监测和预

测方面也取得了充分的发展，其响应范围主要在可

见光⁃近红外波段（３５０ ～ １ ３００ ｎｍ），由于其成像条

件、光谱响应效率及使用成本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主

要应用在冠层尺度和近地表的田间病虫害监测和预

测研究中［９，２１，６３⁃６５］ ．例如，Ａｌｅｉｘｏｓ 等［６６］ 利用光谱图像

对柑橘病害及其长势进行分类；Ｇｒｏｗｎ 等［６３］ 利用多

种图像处理技术对近地面的高光谱影像进行处理，
实现了在田块尺度上的小麦长势及质量监测；Ｂｒａｖｏ
等［６７］基于高光谱图像建立了线性判别模型，实现了

对小麦条锈病发生的早期监测，分类精度高达

９２％～９８％；Ｍｏｓｈｏｕ 等［１１］分析了小麦条锈病在 ４６０～
９００ ｎｍ 范围内的光谱图像的光谱特征和空间分布

特征，构建了多层感知器用于小麦条锈病的监测和

管理，结果表明 ５４３、６３０ 和 ７５０ ｎｍ 波段组合下的分

类效果最高，对健康和发病样本的分类精度分别达

到 ９８ ９％和 ９９ ４％；Ｋｕｍａｒ 等［６８］ 利用无人机平台的

高光谱成像仪获取柑橘种植园的高光谱影响，结合

“红边”参数和多种植被指数特征构造了病虫害的监

测预警系统，分类精度达到 ８４％．
２ １ ２　 荧光波段光谱响应特征

近 ２０ 年来，目标地物的荧光特性越来越多地应

用在植被遥感监测的研究当中，例如监测胁迫等级、
长势状态以及粮食估产等方面［６９］ ． ４００ ～ ６００ ｎｍ 和

６５０～８００ ｎｍ 范围是 ２ 种常用的荧光诱导波段，利用

这 ２ 个波段提供的植被荧光特性，可以有效地对作

物养分状态、胁迫状态及生境状况进行监测［７０⁃７２］ ．
Ｂｅｌａｓｑｕｅ 等［７１］利用 ５３２ ｎｍ 波长 １０ ｍＷ 的激光进行

主动诱导，收集了柑橘主要生长期长达 ６０ ｄ 的连续

的荧光光谱数据，并对荧光光谱的光学属性区分叶

片的养分胁迫、病害胁迫、人工损坏等胁迫状态的能

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荧光波段的响应对 ３ 种胁迫

有显著的区分能力，分类精度达到 ８７％；Ｌｉｎｓ 等［７３］

通过田间控制实验和实验室测量获取了柑橘萎黄病

的实验室诱导荧光数据，该研究应用 ２ 种指标对健

康和病害胁迫的柑橘叶片的荧光特性进行评价，结
果表明，健康样本和病害胁迫的荧光参数有显著差

异，利用这种差异构建的分类平面可以有效地对病

害的发生进行区分和识别．
荧光成像技术是近年来新发展的植被遥感方

法，主要应用 ４４０～４５０ ｎｍ 蓝波段、５２０～５５０ ｎｍ 绿波

段、６９０ ｎｍ 红波段、７４０ ～ ８００ ｎｍ 近红外波段进行诱

导［７０，７２，７４］，Ｌｅｎｋ 等［７２］在其研究中对多种波段的激光

诱导的荧光图像在作物长势监测、光合效率、病斑监

测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讨论．在作物病虫害监测和

预测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蓝⁃绿荧光和叶绿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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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用于病虫害高光谱特征区分的一阶微分、连续统特征及植被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ｒｏｐ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指标 定义 特点 文献

微
分
光
谱

Ｄｂ 蓝波段一阶微分最大值（蓝边） 蓝边一般分布在 ４９０～５３９ ｎｍ 波段范围 ［５１］

λｂ Ｄｂ 的波长 λｂ表征了蓝边 Ｄｂ 处的波长 ［５１］

Ｄｂ，Ｓ 蓝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表征了蓝边部分 ３５ 个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５１］

Ｄｙ 黄波段一阶微分最大值（黄边） 黄边一般分布在 ５５０～５８２ ｎｍ 波段范围 ［５１］

λｙ Ｄｙ 的波长 λｙ表征了红边 Ｄｙ 处的波长 ［５１］

Ｄｙ，Ｓ 黄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表征了黄边部分 ３５ 个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５１］

Ｄｒ 红波段一阶微分最大值（红边） 红边一般分布在 ６７０～７３７ ｎｍ 波段范围 ［５１］

λｒ Ｄｒ的波长 λｒ 表征了红边 Ｄｒ 处的波长 ［５１］

Ｄｒ，Ｓ 红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表征了红边部分 ３５ 个波段一阶微分光谱的和 ［５１］

连
续
统
特
征

ＤＥＰ５５０⁃７５０ 波段范围 ５５０～７５０ ｎｍ ［５２］

ＤＥＰ９２０⁃１１２０ 光谱深度 波段范围 ９２０～１ １２０ ｎｍ ［５２］

ＤＥＰ１０７０⁃１３２０ 波段范围 １ ０７０～１ ３２０ ｎｍ ［５２］

ＷＩＤ５５０⁃７５０ 波段范围 ５５０～７５０ ｎｍ ［５２］

ＷＩＤ９２０⁃１１２０ 半波段宽度 ＤＥＰ（ｎｍ） 波段范围 ９２０～１ １２０ ｎｍ ［５２］

ＷＩＤ１０７０⁃１３２０ 波段范围 １ ０７０～１ ３２０ ｎｍ ［５２］

ＡＲＥＡ５５０⁃７５０ 波段范围 ５５０～７５０ ｎｍ ［５２］

ＡＲＥＡ９２０⁃１１２０ ＤＥＰ 和 ＷＩＤ 组成区域的面积 波段范围 ９２０～１ １２０ ｎｍ ［５２］

ＡＲＥＡ１０７０⁃１３２０ 波段范围 １ ０７０～１ ３２０ ｎｍ ［５２］

植
被
指
数

ＧＩ Ｇｒｅｅｎｄ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Ｒ５５４ ／ Ｒ６７７ ［５３］

ＮＤＶＩ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ＮＩＲ－ＲＲ） ／ （ＲＮＩＲ＋ＲＲ） ［５４］

ＴＶＩ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 ５［１２０（Ｒ７５０－Ｒ５５０）－２００（Ｒ６７０－Ｒ５５０）］ ［５５］

ＰＲＩ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Ｒ５７０－Ｒ５３１） ／ （Ｒ５７０＋Ｒ５３１） ［１６］

ＣＡＲＩ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ｄｅｘ
（ ｜ （６７０ａ＋Ｒ６７０＋ｂ） ｜ ／ （２ａ＋１）１ ／ ２）（Ｒ７００ ／ Ｒ６７０），
ａ＝（Ｒ７００－Ｒ５５０） ／ １５０，　 ｂ＝Ｒ５５０－（５５０ａ）

［５６］

ＭＣＡＲＩ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ａｎｄ ｂ）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Ｒ７００－Ｒ６７０）－０ ２（Ｒ７００－Ｒ５５０）］（Ｒ７００ ／ Ｒ６７０） ［３９］

ＣＩＲｅｄ－ｅｄｇｅ Ｒｅｄ⁃ｅｄｇ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Ｉｎｄｅｘ （ＲＮＩＲ ／ ＲＥ）－１ ［５７］

ＳＩＰ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Ｒ８００－Ｒ４４５） ／ （Ｒ８００＋Ｒ６８０） ［５８］

ＰＳＲＩ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Ｒ６７８－Ｒ５５０） ／ Ｒ７５０ ［５８］

ＮＰＣＩ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ｄｅｘ （Ｒ６８０－Ｒ４３０） ／ （Ｒ６８０＋Ｒ４３０） ［５８］

ＯＳＡＶＩ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ＮＩＲ－ＲＲ） ／ （ＲＮＩＲ＋ＲＲ＋０ １６） ［５９］

Ｓ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ａｔｉｏ Ｒ１ ６００ ／ Ｒ８１９ ［６０］

ＷＩ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Ｒ９００ ／ Ｒ９７０ ［３９］

ＮＤＷＩ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Ｒ８６０－Ｒ１ ２４０） ／ （Ｒ８６０＋Ｒ１ ２４０） ［３７］

ＡＩ Ａｐｈｉｄ Ｉｎｄｅｘ （Ｒ７４０－Ｒ８８７） ／ （Ｒ６９１－Ｒ６９８） ［６１］

ＧＮＤＶＩ Ｇｒｅｒ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ＮＩＲ－ＲＧ） ／ （ＲＮＩＲ＋ＲＧ） ［１８］

ＤＳＳＩ２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２ （Ｒ７４７－Ｒ９０１－Ｒ５３７－Ｒ５７２） ／ （Ｒ７４７－Ｒ９０１＋Ｒ５３７－Ｒ５７２） ［６１］

ＨＩ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Ｉｎｄｅｘ （Ｒ５３４－Ｒ６９８） ／ （Ｒ５３４＋Ｒ６９８）－０ ５Ｒ７０４ ［１０］

ＲＴＶＩ 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５５（Ｒ７５０－Ｒ５７０）－９０（Ｒ６８０－Ｒ５７０）］ ／ ［９０（Ｒ７５０＋Ｒ５７０）］ ［６２］

素荧光成像技术的应用方面． Ｃｈａｅｒｌｅ 等［７４］ 利用蓝⁃
绿荧光图像对烟草花叶病毒的侵染等级和空间分布

进行分类和制图，研究表明，在叶片受病毒侵染时间

达到 ４０～５５ ｈ 时，５５０ 和 ８００ ｎｍ 的荧光强度有明显

５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０⁃４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０⁃４３



增加，病害胁迫与健康叶片在荧光图像中显示出显

著的差别；Ｂｒａｖｏ 等［７５］ 对荧光成像技术在小麦条锈

病的分类和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该研究分别获取

了背景场的图像和荧光诱导图像，从而获取病害胁

迫下的荧光信号，研究表明，健康叶片和感病叶片在

５５０ 和 ６９０ ｎｍ 激光诱导下的荧光强度有明显差异，
并通过构造二次判别模型，实现了对病害样本和健

康样本的精准分类，分类精度达到 ７１％；Ｍｏｓｈｏｕ
等［２３］尝试利用成像高光谱与荧光图像融合的方法

对小麦条锈病进行监测和识别，结果表明，在二次判

别分类算法的条件下，融合后的图像可以实现对病

害发生的快速、精准的监测，分类精度达 ７０％～９０％．

２ ２　 基于航空 ／航天平台的多光谱遥感监测研究

当前，随着多源信息融合算法的不断发展与成

熟，具有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新发卫星遥感数据有

望与其他多源异构信息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具有更

高分辨率和精度的时空连续数据集，为病害的预警

及流行区空间变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３６，７６⁃７７］ ．Ｈｕａｎｇ
等［１６］采用机载的 ＰＨＩ 高光谱仪实现了小麦条锈病

情严重度反演和填图；Ｌｉ 等［２７］通过航空高光谱影像

对柑橘黄龙病进行遥感分类监测研究，结果表明通

过合理的特征和方法选择能够在独立检验的样本中

达到 ６０％以上的精度．在基于卫星影像的研究方面，
Ｆｒａｎｋｅ 等［１２］使用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影像对小麦病害进行了

识别和监测；Ｌｉｎ 等［３６］ 基于 ＳＰＯＴ⁃６ 影像和 ＳＡＭ 算

法，提出了结合地面高光谱和多光谱影像的小麦白

粉病监测方法，对陕西关中地区小麦白粉病的发生

进行了监测，精度可达 ７８％；Ａｐａｎ 等［７８］ 采用“病⁃水
胁迫指数 ＤＷＳＩ”对甘蔗锈病进行识别，基于 ＥＯ⁃１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高光谱影像成功监测了受病害影响的区域

范围；Ｌｅｎｔｈｅ 等［７９］通过对热红外影像进行处理和分

析，在实验区域内对小麦白粉病和条锈病的发生进

行了监测识别，监测制图精度达到 ８８ ６％； Ｙａｎｇ
等［８０］比较了多光谱和高光谱影像在监测棉花根腐

病上的效果，发现采用多光谱影像亦能达到较满意

的制图精度；Ｌｅｕｃｋｅｒ 等［３１］ 针对甜菜叶斑病监测，基
于 ４００～ ９００ ｎｍ 的图像立方体同时对光谱和图像特

征进行提取和分析，实现对病害的精确识别；Ｚｈａｎｇ
等［１５］采用多时相环境星影像在区域尺度上对小麦

白粉病进行监测，分别检验了马氏距离法（ＭＤ）、最
大似然法（ＭＬＣ）、偏最小二乘回归（ＰＬＳＲ）和混合调

谐滤波的混合像元分解法（ＭＴＭＦ）在病害监测方面

的表现，并提出一种耦合 ＰＬＳＲ 和 ＭＴＭＦ 的监测方

法，区域监测制图精度达到 ７８％．
基于航空、航天平台的大尺度病虫害遥感监测

除用到光谱特征外，也用到一些图像分析和图像特

征．Ｐａｎｍａｎａｓ 等［８１］在识别大豆的几种叶部病害（黄
斑病、黑点病、疮痂病）时，采用了 １３ 个纹理特征进

行分析，识别精度达到 ９５％；Ｋｉｍ 等［５６］ 基于颜色共

生矩阵方法提取了信息熵、对比度等纹理特征对柚

皮病进行检测，成功实现了病害识别，分类精度达到

９６ ７％．进一步地，Ｗａｎｇ 等［８２］ 结合图像颜色、纹理、
形状等特征对番茄瘟病、纹枯病和胡麻斑病进行区

分和监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针

对病虫害症状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图像形态学分析

方法，如 Ｙａｏ 等［８３］基于图像的方向一致性特征对小

麦条锈病与白粉病进行了识别，准确率达到 ９０％以

上．在大尺度上，有时病虫害的发生会在空间上呈现

出一些景观特征，因而可以通过对遥感影像进行分

析辅助识别．Ｂａｃｋｏｕｌｏｕ 等［７７］ 基于航拍多光谱影像，
在监测小麦俄罗斯蚜虫时首先采用简单的色度指标

对图像进行分割，然后对景观中异常斑块的面积、形
状、隔离 ／连通度和聚集度进行分析，并基于这些指

标有效识别了虫害胁迫的田块．在这一方向上，成像

光谱技术由于具有图⁃谱合一的天然优势，方便同时

从图像和光谱两方面对病虫害进行特征提取和监

测，因此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总体上，相比病虫害

监测的光谱特征研究，基于图像特征的病虫害监测

研究开展得相对较少且系统性较弱，这一方面的工

作未来有待加强．

３　 作物病虫害遥感预测预报方法

近年来，利用遥感数据的高空间、高时间、高光

谱分辨率的连续观察能力和其不同波段包含的丰富

信息在监测作物生长状况、植被覆盖类型及土壤湿

度、环境温度等景观条件的优势引起农学研究领域

的广泛关注［６，８４］ ．同时，病虫害发生时，虫卵的出土、
羽化、成虫，以及病菌孢子的繁殖、传播、侵染等过程

需要适宜的景观格局和生境条件，对这些与病害发

生相关的关键环境信息提取是病害遥感预测的基

础．例如，沈颖等［８５］ 通过对中国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年和浙

江省温州市 １９７１—２０１５ 年水稻白叶枯病的发生情

况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水稻白叶枯病的发生

可分为重发流行阶段、间歇流行阶段和流行减弱阶

段，并总结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晚稻白叶枯病发

病特点和分布情况；彭昌家等［８６］ 通过分析小麦条锈

６３
黄文江，等．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研究进展．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ｏｐ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病在南充市的发生特点，建立了各个生育时期病田

率和病株率同年发生面积预测数学模型，减少了随

高空气流传入川东南春季流行区以及渝、鄂、湘等邻

近麦区和中国东部小麦主产区条锈病菌源量．值得

注意的是，Ｙａｎｇ 等［８０］比较了多光谱和高光谱影像预

测棉花根腐病的效果，发现多光谱影像达到了较满

意的精度．此外，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进行病虫害预

测亦是一个重要方向，杨可明等［８７］ 基于多时相高光

谱影像提出光谱点位与参数模 ＦＰＰＭ 对小麦条锈病

进行有效监测和预测；Ｚｈａｎｇ 等［８８］ 采用多时相 ＨＪ⁃１
影像在区域尺度上对小麦白粉病进行监测，通过对

影像进行时相对比分析提取时间变化特征并用于病

害发生预测，结果表明，即使采用分辨率 ３０ ｍ 的影

像，通过多时相分析亦能够达到 ７８％的监测精度；
Ｙｕａｎ 等［６２］ 采用 ＳＰＯＴ⁃６ 高分辨率影像在陕西关中

平原对局地发生的小麦白粉病进行预测，发现影像

反演的病害发生变化规律与地面调查趋势一致，精
度达到 ８９％；Ｈｕａｎｇ 等［８９］建立了作物病虫害监测的

新的指数，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普适性；Ｈｅｌｍｉ 等［９０］ 采

用二 次 土 壤 调 节 植 被 指 数 （ ＭＳＡＶＩ２ ）、 湿 度

（ｗｅｔｎｅｓｓ）和地表温度（ＬＳＴ）３ 个环境变量及普通克

里格方法预测的回归残差 ４ 个因子建立回归模型，
相关系数达到 ０ ８５２；陈秀法等［９１］ 基于“资源 ２”号

高分影像和 ＴＭ 影像，对盖州滩潮沟发育分维特征

和贝类生境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为盖州

滩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 Ｂｒｙｃｅｓｏｎ
等［９２］还使用 ＮＯＡＡ⁃ＡＰＴ 数据计算出植被的水分指

数，用它间接表征植被绿度，从而大面积监测蝗虫的

适宜生境；Ｎｉ 等［９３］运用美国陆地卫星图像对蝗虫栖

息、生长和繁殖的生境进行监测，为利用遥感技术预

测该区草地蝗虫的发生提供了重要依据；Ｗｉｌｓｏｎ
等［９４］探讨了利用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率遥

感影像进行生境特征反演，从而进行流行病学中可

传染疾病的监测方面的应用；Ｗｏｌｔｅｒ 等［９５］ 利用多时

相美国陆地卫星影像对云杉卷叶蛾寄主的生境参数

进行了反演；Ｚｈａｎｇ 等［１４］基于多时相环境星可见光、
近红外、短波红外和热红外通道计算相关特征对北

京地区小麦白粉病生境进行了监测，建立了结合生

境信息的小麦白粉病发病概率预测模型，其基于地

面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的精度可达 ７２ ２％．以遥感数

据为基础的植物病虫害生境信息提取从环境适宜性

角度为病虫害遥感预测开辟了新的思路，通过生境

遥感监测与针对作物本身的观测结合可能有助于更

全面地预测预报不同病虫害的发生趋势．

４　 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典型模型与
应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病虫害遥感监测的问

题，基于不同类型的算法，建立了作物病虫害识别、
区分及严重度诊断模型，并在不同作物类型上进行

了应用．常用的监测模型以是否成像的模式分为成

像和非成像 ２ 大类（表 ４）；以是否具有机理性和普

适性分为经典统计模型和基于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

的模型等类别．
１）经典统计模型，具有形式简单、机制明确的优

点，被广泛应用在一些病虫害的监测研究中． 如
Ｇｒａｅｆｆ 等［３７］采用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通过研究小

麦条锈病和全蚀病病情程度与光谱特征之间的关

系，对病害的敏感波段进行了筛选；Ｈｅｌｍｉ 等［９０］ 在监

测油棕茎腐病的研究中，采用 ＪＭ 距离进行敏感波段

选择，并据此建立病害识别模型；Ｚｈａｎｇ 等［２９］ 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 判别分析建立了小麦白粉病的病情程度分级

模型以及不同病虫害区分模型；Ｌｕｏ 等［４１］ 基于偏最

小二乘回归分析（ＰＬＳＲ）建立了小麦白粉病和蚜虫

的伤害程度估计模型；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 采用最大似然方

法（ＭＬＣ）基于多时相卫星影像对玉米粘虫进行了监

测制图．
２）基于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的模型，通过将计

算机、数学领域发展的模式识别等高级算法引入病

虫害遥感监测模型的构建中，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
Ｍｏｓｈｏｕ 等［２３］结合神经网络和二次判别分析建立了

小麦条锈病识别模型，模型精度达 ９５％，实现了冠层

尺度小麦条锈病的有效识别；王海光等［３８］采用 ＳＶＭ
算法对不同严重度的小麦条锈病叶片光谱进行分

析，建立了相应的严重度估测判别模型，精度达到

９７％，实现了对小麦条锈病严重度的有效估测；Ｗａｎｇ
等［８２］采用反向传播（ＢＰ）神经网络（ＡＮＮ）对马铃薯

晚疫病进行监测，分析了网络结构和学习策略对预

测的影响，基于近地数据和高光谱遥感影像得到的

病害严重度的预测和实测值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０ ９９
和 ０ ８２；Ｍａｈｌｅｉｎ 等［１０］ 利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算法

对感染叶斑病的甜菜病叶光谱进行分析，成功建立

了高精度的病斑识别模型；Ｙｕａｎ 等［６２］ 基于 ＳＰＯＴ⁃６
影像比较了最大似然 （ＭＬＣ）、马氏距离 （ＭＤ） 和

ＡＮＮ 在小麦白粉病监测中的表现，发现 ＡＮＮ 可得到

相对较高的精度；Ｚｈａｎｇ 等［１４］将混合调谐匹配滤波

７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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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典型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ｐ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遥感方式 植被类型 病害名称 分析方法 文献

小麦 白粉病，全蚀病 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 ［３７］

小麦 条锈病 回归分析 ［１６］

小麦 黄斑病 独立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 ［２１］

水稻 褐飞虱，稻纵卷叶螟 线性回归分析 ［９６］

水稻 褐斑病 多元逐步回归，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 ［８３］

水稻 稻纵卷叶螟 支持向量机 ［８３］

非成像 水稻 稻瘟病 概率神经网络 ［５］

水稻 稻颖枯病 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人工神经网络 ［１３］

番茄 潜叶蛾 回归分析 ［９７］

番茄 细菌性叶斑病 多元逐步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 ［８２］

甜菜 褐斑病 支持向量机 ［７０］

芹菜 菌核病 偏最小二乘回归 ［４５］

猕猴桃 灰菌病，菌核病 主成分分析 ［４２］

葡萄 卷叶病 判别分析 ［３９］

小麦 赤霉病 逐步判别分析 ［３０］

小麦 条锈病 自组织图，神经网络，二次判别分析 ［５８］

小麦 条锈病 回归分析 ［２３］

小麦 条锈病，白粉病 光谱角度制图，混合调谐滤波 ［１５］

成像 番茄 晚疫病 最小噪声去除，光谱角度制图 ［９８］

棉花 根腐病 主成分分析，交互自组织数据分析 ［８０］

柑橘 柑橘溃疡 主成分分析 ［７３］

洋葱 酸皮病 图像分析 ［９９］

甜橙 霜霉病，褐腐病 波段差异分析 ［６５］

（ＭＴＭＦ）这种针对特定目标识别的混合像元分解方

法引入病虫害制图，并提出了将 ＭＴＭＦ 与 ＰＬＳＲ 这 ２
种方法进行耦合的制图策略，显著提高了制图精度．
总体而言，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与问题的难易、样本

量大小等因素有关，一些新数据分析方法在病虫害

监测方面的潜力正被不断证实．

５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５ １　 适应复杂农田环境的病害遥感监测

对于作物病害发生的遥感监测而言，现阶段，病
害遥感监测机理与方法在精度、稳定性和通用性方

面与实际作业和管理的监测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

差距．目前，病虫害遥感监测研究趋势正逐渐从表观

层面的遥感观测深入到结合病虫害发生机制的遥感

监测，模型的适用范围从简单的实验环境发展到需

要综合考虑不同病虫害、水分、养分胁迫类型的识

别，达到适应复杂的农田环境的病虫害遥感监测的

要求．考虑到不同类型病虫害在监测上的差异性，如
能根据一定区域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建立作物病虫

害光谱库，以支持特征构建和模型研究，则可以提升

监测模型对复杂农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助于研究

向实际应用转化．

５ ２　 明确景观结构变化和生境因素对虫害发生的

影响

　 　 对于虫害的遥感监测与预测，在实际的监测中，
虫害早期由于密度小，多埋藏于土下或植株叶下部，
难以被传统的遥感方式有效监测．因此，需要将遥感

信息与气象、土壤等一些非遥感信息结合，并耦合遥

感数据明确虫害寄主植物的景观生态格局和生境条

件，有助于对虫害防控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另一

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发展的影响，虫害生

境适宜区的变迁对其发生范围和程度影响仍未被有

效评价，明确这方面的影响，在区域尺度实现虫害生

境适宜区的景观格局监测和生境条件预测是虫害发

生的早期预警和流行动态监测的关键的环节．并且，
虫害的早期发现、早期预警并及时防治也是从根本

上控制农药用量的有效途径．

８３
黄文江，等．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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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发展适合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预测的遥感系统

作物病虫害作为一种生物性的作物胁迫具有高

度动态性的特点，这也为遥感监测系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针对这种应用，一个理想的遥感系统需要在

光谱、空间和时间维度上都具有足够的分辨率才能

够保证监测的效果．而实际上，目前单一的遥感系统

还难以同时满足上述要求．因此，如何协同应用多种

遥感系统进行研究和应用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模型．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高分计划的实施不仅大幅提

高了单颗卫星传感器的性能，并且通过多星协同形

成一套高空间、高时间和高光谱分辨率的数据集和

初步建立了全国尺度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和预测

系统．未来基于国内外中高分辨率多源卫星结合无

人机等遥感平台，协同构建适应作物病虫害监测和

预测的遥感系统实现区域、全国和全球尺度的作物

病虫害监测和预测，对于提升作物病虫害的监测能

力和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６　 总结

近年来，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遥感技

术进行作物病虫害监测正从理论逐步走向应用．不
断涌现的各类数据源以及数据挖掘方法为病害遥感

监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篇综述分别从数据源、光
谱特征以及算法等几个方面总结和梳理了目前遥感

技术在作物病害监测方面的应用情况，并提出了这

些技术和方法在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病虫害遥感

监测总体上与生产管理的实际应用仍存在着不小的

距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将农学和植保经验知

识与遥感信息与模型进行有效整合，充分挖掘遥感

技术在作物病害监测方面的潜力，使得作物病虫害

遥感监测和预测技术及方法在应用中不断走向

成熟．
所以，１）作物病虫害早期预测预报和区划要综

合考虑不同病虫害特性、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结果和

作物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结果（如气象与遥感反演温

度相结合），并与病虫害发生发展模型和地面传感和

病虫害调查验证结合开展；２）作物病虫害严重度监

测和损失评估，需要综合遥感作物长势和健康监测、
病虫害敏感植被指数和作物病虫害损失评估模型结

合开展；３）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控，需要综合作物病虫

害遥感预测预报结果结合病虫害科学防控知识，根
据不同病害严重程度和危害性开展生物防治和化学

防治结合的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治与综合治理，并需

要进行科学普及和科学立法等结合进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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