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5 年 2 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46 卷 第 2 期

doi: 10． 6041 / j． issn． 1000-1298． 2015． 02． 037

农业遥感研究现状与展望*

史 舟1 梁宗正1 杨媛媛1 郭 燕2

( 1． 浙江大学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杭州 310058;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郑州 450002)

摘要: 遥感技术具有覆盖面积大、重访周期短、获取成本相对低等优势，对大面积露天农业生产的调查、评价、监测

和管理具有独特的作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民用资源卫星后，农业成为遥感技术最先投入应用和收益显著的

领域。特别是随着高空间、高光谱和高时间分辨率遥感数据的出现，农业遥感技术在长时间序列作物长势动态监

测、农作物种类细分、田间精细农业信息获取等关键技术方面得到了突破。但是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时空变异性等

特点，对当前农业遥感技术的应用还存在诸多挑战。本文简要回顾了农业遥感发展历程以及其应用的理论基础;

再从农作物估产、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灾害监测和精准农业管理 4 个领域阐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应用情况。最

后提出农业遥感应加强与地面农业观测网技术的结合，推动新一代低空无人机遥感平台的发展，强化多源传感器

融合以及农业过程模型与遥感数据同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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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cost-effectively access a wide range of real-time land surface
spatial information，and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resource surveys，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disaster prediction． With the help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geo-information can be acquired
quickly，accurately， efficiently and comprehensively． Undoubtedly， remote sensing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s of geosciences，agricultural sciences，and so on． In particular
civil resources satellite was launched in the 1970s，which was applied in agriculture and benefited first．
Moreover，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were registered in some key fields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ir high temporal frequency with extended geographical
coverage makes them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time series crop growth monitoring，crop types subdivision，

and acquisition of field precision agriculture． The fact is of note that the new challenges followed as a
result of the dispersion and spatial-temporal variabilit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And then
four aspects of yield estimation，agricultural resources survey，agricultural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precision agriculture management were presented． Ｒemotely sensed data from existing platforms and the
ground observ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data source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e were expected． On the other hand，new generation remote sensing platform of low altitud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 UAV ) should be promoted． Although progress has been made，current



methods and techniques still bear potential to further explore multi-sensors，spectral data，surfac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and existing crop model．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sensor data and assimilation
will enhance the perspectives of using remotely sensed data for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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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investigation

引言

农业生产是在地球表面露天进行的有生命的社

会生产活动。它具有生产分散性、时空变异性、灾害

突发性等人们用常规技术难以掌握与控制的基本特

点，这是农业生产长期来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1］。
现代遥感技术是应用各类主被动探测仪器，不与探

测目标相接触，从卫星、飞机等平台来记录地面目标

物的电磁波特性，通过分析，揭示物体的特征性质及

其变化的综合性探测技术。由于遥感技术具有获取

信息量大、多平台和多分辨率( 时间和空间) 、快速、
覆盖面积大的优势，是及时掌握农业资源、作物长

势、农业灾害等信息的最佳手段，对改变或部分改变

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国家就采用卫星遥感技术

建立大范围的农作物面积监测和估产系统，不但服

务于农业实际生产指导，同时为全球粮食贸易提供

了重要的信息来源。20 世纪 90 年代，农业遥感的

重点转入作物管理［2］，农业资源调查、农业灾害遥

感等方面的应用得到了拓展。近 10 年，特别是各类

高空间分辨率民用卫星的出现，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导航技术以及最新物联网技术发展相结合

在精准农业的管理与作业等方面得到了应用与推广。
我国的农业遥感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相对

较晚。而且，由于作物种植种类分布的分散性以及

地域复杂性，常规的地面调查方法，受人为因素影响

较大，耗时费力，难以适应相关部门决策管理的需

要，因此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农业遥感的相关技术。
特别是关于粮食安全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发挥

农业遥感技术的优势，及时、客观、准确地获取作物

面积、长势、产量等信息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以卫星遥感为主，就国内外农业遥感的发展和应用

现状进行综述与分析，并对农业遥感的发展趋势进

行展望。

1 农业遥感概述

1. 1 农业遥感技术的发展

遥感技术是在现代物理学、空间科学、电子计算

机技术、数学方法和地球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一门先进

的、实用的探测技术［3］。遥感技术从 20 世纪初的航

空摄影技术为主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到卫星遥感

时代，已发展了多种不同平台不同方式的传感器，遥

感探测地物的能力( 包括地物的性质和大小) 和应

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农业是遥感最先投入应用和收益显著的领域。

据美国数据统计，农业遥感的收益占卫星遥感应用

总收益的 70%［4］。目前，遥感技术在农业资源调

查、生物产量估计、农业灾害预测和评估等方面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年来，各国先后发射了各

类民用卫星平台和传感器，从光学资源卫星为主向

高光谱、高空间、高时间分辨率的方向发展。高光谱

成像仪技术相继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如美国

NASA 和日本 METI 联合研制的 ASTEＲ，美国 NASA
研制的 Hyperion 等。2008 年，我国也发射了环境一

号卫星，该卫星上搭载了一个有 115 个波段的高光

谱成像仪 HSI，其数据可应用于农业灾害和资源调

查。同时，诸如 QuickBird、GeoEye-1、WorldView-2、
Pléiades-1 等商用化亚米级光学卫星，可与航片媲

美，且成本低，精度高，更新周期短，对精确农业的发

展是一个极大的机遇。另外，美国地球观测系统的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 MODIS) ，从可见光、近红外

到热红外设置有 36 个通道，覆盖周期为 1 ～ 2 d，并

业务化提供标准的植被指数、地表温度、生物量等数

据产品，为全球各地进行大面积农作物的周期性监

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目前，不断有各类新型

的遥感数据或遥感平台的出现，如米级分辨率的雷

达卫星数据，每 3 d 覆盖全球一次的微波遥感数据，

各种灵活多样的无人机平台等，都为现代农业遥感

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 2 农业遥感的理论基础

电磁波作用下，会在某些特定波段形成反应物

质成分和结构信息的光谱吸收与反射特征，这种对

不同波段光谱的响应特性通常称为光谱特性。地球

表面各类地物如土壤、植被、水体、岩石、积雪等光谱

特性的差异是卫星遥感解译和监测的理论基础。
农业遥感监测主要以作物、土壤为对象，这两类

地物的典型反射光谱曲线如图 1 所示。作物在可见

光-近红外光谱波段中，反射率主要受到作物色素、
细胞结构和含水率的影响，特别是在可见光红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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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很强的吸收波段，在近红外波段有很强的反射

特性，这是植被所特有的光谱特性，可以被用来进行

作物长势、作物品质、作物病虫害等方面的监测。土

壤可见-近红外光谱总体反射率相对较低，在可见光

谱波段主要受到土壤有机质、氧化铁等赋色成分的

影响。因此，土壤、作物等地物所固有的反射光谱特

性是农业遥感的理论基础。

图 1 土壤和作物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特征

Fig． 1 Visible-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a of soil and crop

1. 3 农业遥感技术应用框架

由于遥感技术具有覆盖面积大、重访周期短的

特点，因此主要应用于大面积农业生产的调查、评

价、监测和管理，其在农业中的应用按内容归纳为下

列 4 类: ①农业资源调查。包括耕地资源、土壤资源

等现状资源的调查，以及土地荒漠化和盐渍、农田环

境污染、水土流失等动态监测，提供各类资源的数

量、分布和变化情况，以及基于调查的各类资源评

价，提出应该采取的对策，用于农业生产的组织、管
理和决策。②农作物估产。包括小麦、玉米、水稻、
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监测和产量预测，也包括

牧草地产草量估测、果树长势监测等。③农业灾害

预报。包括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

风等动态监测，以及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

调查和评估。④精准农业。主要是利用高空间分辨

率的卫星数据进行农田面积和分布的现状调查，以

及针对农田精准化施肥、施药和灌溉进行的农田尺

度的作物长势、病虫害和土壤水分等信息的监测。
针对不同的应用，不同空间分辨率的光学遥感

与微波遥感优势各异。如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

主要应用田间尺度的精确农业，而高时间分辨率广

覆盖遥感数据主要应用于大面积农作物长势监测。
根据各类遥感数据的特点，其主要应用领域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空间分辨率代表性遥感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

Tab． 1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of remotely sensed imagerie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resolutions

尺度 空间分辨率
代表性遥感数据 应用领域

光学遥感 微波遥感 农作物监测 农业灾害监测 农业资源调查 精细农业

全球 /区域 公里 MODIS，NOAA SMOS 多 多 少 无

区域 几十米 TM，CBEＲS，HJ ASAＲ，EＲS 多 多 多 少

农场 /田块 米级 SPOT5，Ikonos ＲADAＲSAT-2 少 少 多 少

田块 亚米 GeoEye，QuickBird TerraSAＲ，Cosmo 少 少 少 多

2 遥感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2. 1 作物遥感估产

2. 1. 1 作物面积遥感监测技术

大规模的作物面积遥感调查最早始于 1974 年

美国实施的“大面积作物估产实验”，即 LACIE 计

划，主要是利用 Landsat MSS 影像来估测小麦种植

面积。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国家经委的

支持下，以国家气象局为主组织开展了北方 11 省市

冬小麦的 NOAA /AVHＲＲ 卫星遥感估产研究，建立

了遥感影像面积测算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

科学院等单位采用 Landsat /TM 和 NOAA /AVHＲＲ
影像数据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种

植面积进行监测，其中小麦在河北、山东、河南、北京

和天津进行，水稻在湖北和江苏进行，玉米在吉林进

行，小麦的估算精度达 90%，水稻和玉米达 85% 以

上［5 － 7］。浙 江 大 学 采 用 Landsat /TM 和 NOAA /

AVHＲＲ 进行了浙江省、县、乡三级的水稻种植面积

遥感调查，与统计数据相比，面积精度达到 95% 以

上［8］。2002 年以后，随着美国 MODIS 遥感数据产

品的出现，大面积作物遥感调查开始采用长时间序

列遥感数据进行面积的提取。如 Wardlow 等基于

MODIS 数据对美国中部大平原主要作物类型( 紫花

苜蓿、夏季作物、冬小麦) 和主要夏季作物( 玉米、高
粱、大豆) 进行分类和面积提取，二者的整体分类精

度分别达到 94%和 84%［9］。Xiao 等利用 MODIS 数

据提取中国南方 13 个省的水稻种植面积，估算精度

达 89%［10］。另外，针对多云多雨区作物生长期间

高质量遥感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况，全天候的微波遥

感在农作物种植面积监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

Jiao 等利用 ＲADAＲSAT-2 极化细束( FQ) 影像，对加

拿大安大略东北部地区 5 种主要作物( 小麦、燕麦、
大豆、油菜籽和牧草作物) 进行了分类和面积提取，

整体精度高达 95%［11］。

942第 2 期 史舟 等: 农业遥感研究现状与展望



目前作物面积遥感提取方法除了常规的目视解

译各种监督分类法外，还引入了面向对象提取和多

时相分析等新方法。遥感监督分类法，是计算机自

动提取农作物种植面积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如美

国 LACIE 计划，使用 Landsat MSS 数据，其中部分结

合航空像片，在地面样方小麦种植情况和位置已知

的前提下，采用分层监督分类的方法，提取小麦的种

植面积，达到 90% 以上的提取精度［12］。Yang 等使

用 SPOT5 数据，比较 5 种监督分类法( 最小距离、马
氏距离、最大似然法、光谱角制图和支持向量机) 在

作物分类和面积提取效果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最大

似然法和支持向量法的精度高于其他 3 种分类方

法，其 中 最 大 似 然 法 的 整 体 分 类 精 度 最 高 可 达

91%［13］。
随着高时间分辨率卫星数据产品的出现 ( 如

MODIS 数据) ，多时相分析方法在现阶段获得了广

泛的应用。该方法的主要原理是利用不同类型作物

生长的物候特征，与同时期遥感影像信息的时相变

化规律来进行不同农作物类型的识别。如 Nuarsa
等利用每日时序 MODIS 数据，使用 NDVI、ＲVI 和

SAVI 3 种植被指数提取印度尼西亚巴厘省的水稻

种植面积，整体精度可达 87. 91%［14］。Zhang 等使

用时序 MODIS-EVI 数据，并结合玉米典型物候特

征，大规模地提取中国东北部( 黑龙江、吉林、辽宁)

玉米种植面积，精度可达 79%［15］。郑长春等利用

8 d 合成的 MODIS 陆地表面反射率数据和水稻典型

物候特征，通过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增强型植

被指数( EVI) 和陆地表面水指数( LSWI) 提取浙江

省水稻种植面积，将提取结果与统计数据进行对比，

精度可达 90%以上［16］。
2. 1. 2 作物长势动态监测技术

作物长势即作物的生长状况和趋势，这直接影

响到作物最后的产量和品质。作物长势监测在为农

业生产提供宏观管理依据的同时，也是农作物产量

估测的重要资料。作物长势监测的方法主要有: 直

接监测法、同期对比法和作物生长过程监测法。
直接监测法的主要原理是使用不同波段的组合

形成植被指数，通过植被指数来估算叶面积指数

( LAI) 、生物量、作物产量等反映作物生长特征的因

子，最后结合地面监测数据和农学模型综合得出作

物的长势信息。目前，国内外用于长势监测的植被

指数有多种，其中 NDVI 指数使用最为广泛，随后针

对 NDVI 指数“过饱和”和农田土壤背景影响的问

题，新发展的 EVI 指数和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SAVI，
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李卫国等讨论了基于 TM 影

像的 NDVI 值与作物叶面积指数 LAI 的关系，直接

使用反演的 LAI 作为长势分级标准，对江苏省兴化

市冬小麦的长势进行了监测［17］。Bala 等讨论了基

于 MODIS 影像的 NDVI、LAI、fPAＲ 数值与土豆的单

产关系，对孟加拉国蒙希甘杰区土豆的长势进行了

监测［18］。何亚娟等对冬小麦不同生育期 ( 抽穗期、
灌浆期、收获期) 的产量构成三因子( 穗数、粒数、粒
质量) 进行实地抽样测定，并结合冬小麦不同生育

期的生理生长特点，建立了相应的分阶段单产预测

模型，试验发现，单因子预测模型可使冬小麦估产的

预报时间提前到抽穗期，拟合精度达到 88% 以上;

双因子模型可使预报时间提前至抽穗后期至灌浆

期，拟合精度大于 90%以上［19］。Son 等利用 MODIS
数据，建立了水稻不同生长期双变量( EVI 指数、LAI
指数) 与单产的关系模型，实现越南湄公河三角洲

水稻的长势监测和产量预报［20］。Son 比较分析了

基于 MODIS-NDVI 和 EVI 两种指数的水稻产量估

算情 况，发 现 基 于 EVI 的 估 产 模 型 精 度 优 于

NDVI［21］。Gontia 等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使用 IＲS P6
和 WiFS 影像，分析了时序 NDVI 和 SAVI 指数在农

作物产量监测中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 SAVI 的时

序曲线积分值与冬小麦产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高于

NDVI［22］。
同期对比法主要是利用现时 NDVI 值与去年、

多年平均或者指定某一年的 NDVI 值的对比，反映

年际间作物生长状况的差异，再将这种差异进行统

计和分析，来显示该区域的作物生长状况。如黄青

等在利用 MODIS-NDVI 时序分析提取作物种植结构

的基础上，利用差值模型，通过与近年作物长势的平

均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了中国东北地区 2009 年

4 种作物( 春玉米、春小麦、一季稻及大豆) 的长势状

况［23］。该方法在国内外主要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系

统如欧盟区农作物估产系统( MAＲS) 、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建立的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

统( Crop Watch) 、浙江大学等单位建立的水稻遥感

估产运行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是长势监测的主

要方法之一［8，24］。
由于高时间分辨率的极轨卫星能够以天为单位

对地表进行观测，使得农作物动态连续监测成为可

能。目前，NDVI 的时间序列分析法，是实现作物生

长过程监测的一种常用方法。作物种类不同甚至同

种作物处在不同生长环境和发育状况下都会影响

NDVI 时间曲线的特征，因而 NDVI 的时间序列分

析，成为了解作物生长发育状况和产量估算的一种

有效手段。如江东等利用三次多项式对河南省 9 个

县的作物 NDVI 时间曲线进行了拟合，认为作物生

长状况的改变会使 NDVI 时间曲线相应地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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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利 用 这 一 响 应 关 系，可 以 实 现 作 物 长 势 监

测［25］。Labus 等建立了 NDVI 时间曲线积分与作物

单产之间的统计关系，实现了区域和农场两种尺度

规模下的小麦产量估算［26］。Ｒen 等指出冬小麦孕

穗、抽穗期的 MODIS-NDVI 空间累积值与区域冬小

麦的产量之间具有最高的统计相关性［27］。
除上述以作物产量为目标的长势遥感监测外，

最近几年国内外也陆续开展了关于粮食作物品质的

遥感监测。主要是利用遥感信息反演作物体内的生

化组分含量，监测品质形成过程的环境影响因子，进

而监测籽粒品质［28］。目前，作物品质遥感监测研究

多数集中在地面平台，即利用地面高光谱技术来建

立特征光谱与作物籽粒蛋白质、淀粉积累量等品质

指标之间的关系。大面积的航空航天遥感监测，主

要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对小麦、水稻、甜
菜、咖啡等作物开展品质遥感监测［28］。如澳大利亚

的 Badri 等研究发现，利用 Landsat、Aster 波段数据

或变换指数可以预测小麦和大麦籽粒蛋白含量，而

遥感影像获取时间最为关键，在麦子开花期获取的

近红外光学影像与籽粒蛋白间呈显著的相关［29］。
如日本利用 TM 遥感数据监测稻谷氮素、直链淀粉、
支链淀粉等品质指标，并指导合理施用氮肥，使实验

区大面积的稻谷籽粒含氮量由 7. 7%下降到 7. 3%，

提高了稻谷品质等级，经济效益显著［30］。国内的国

家农业信息化工程研究中心开展了利用地面高光谱

以及 EnviSat-ASAＲ、TM 等多源遥感数据进行农作

物品质监测的大量研究工作，并利用遥感统计模型

和农业专家系统相结合初步实现了小麦的调优栽培

及品质测报［31 － 34］。
2. 1. 3 作物遥感估产业务系统发展

作物遥感估产系统主要集成了作物种植面积调

查、长势监测和最后产量估测整个业务流程。目前

国内外主要的作物遥感监测运行系统在美国、欧盟

和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

率先开展了主要粮食作物遥感监测。如美国早期开

展的“大面积农作物估产实验 ( LACIE) ”计划，“农

业和资源的空间调查( AGＲISTAＲS) ”计划，并将较

为成熟的技术方法应用于全球粮食面积监测和估产

工作。欧 盟 从 1988 年 开 始 实 施“农 业 遥 感 监 测

( MAＲS) ”计划，用了 10 年时间建立了欧盟区农作

物估产系统，并将成果应用于实施诸如农业补贴与

农民申报核查等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2000 年以

后，欧盟的 MAＲS 计划也开始面向其他地区和全球

遥感作物估产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建立

了全球粮食情报预警体系，进行全球作物面积监测

和产量预报; 中国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各相关部门建

立了若干业务化运行系统，如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研究所中国农情遥感速报系统，中国气象局农作

物监测系统和农业部遥感估产运行系统等。在这些

已有成果基础上，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开

展“全球农作物遥感估产研究”，建成了全球尺度的

估产数据库，并逐步将“中国农情遥感速报系统”的

监测范围逐步推向全球尺度，发展了全球估产数据

处理技术、全球农作物长势综合监测技术和全球作

物产量估算技术。在其他地区，如日本、印度、泰国、
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也进行了水稻遥感估产，取

得了不同程度的收益［35］。国际上主要两大农业遥

感估产业务系统如表 2 所示。
2. 2 农业资源遥感调查

2. 2. 1 耕地资源调查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障，耕地面积和质量

的变化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都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特别是在中国，人均耕地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

面积的一半，为此必须对全国耕地实行严格的保护

制度。由于遥感监测覆盖面积广、重访周期短等优

势，使其成为我国当前耕地资源监测的重要手段。
国际上，美国的 LACIE 和欧盟的 MAＲS 计划包

括了耕地面积遥感调查任务，俄罗斯农业部在 2003
年建设了全国农业监测系统，该系统主要获取耕地

面积、耕地利用制图、作物生长状况等信息，主要依

据 MODIS 植被指数的年内变化过程对作物与耕地

面积进行估算分析［36］。在非洲地区，埃及利用多时

相 MODIS 数据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了埃及尼

罗河两岸不同时期的灌溉区卫星影像，实现了埃及

全国农田面积调查提取和动态变化监测［37］。
由于我国耕地地块面积相对小而破碎，因此国

内较多采用 TM 和 SPOT 较高空间分辨率影像数据

进行 耕 地 监 测 和 管 理。如 国 土 资 源 部 每 年 利 用

SPOT 卫星影像数据进行全国耕地面积违法占用情

况调查。在区域尺度，如 Zhao 等通过分析不同时期

的 Landsat TM 遥感影像，发现黄河三角洲的耕地面

积总体在减少［38］。王国芳利用 TM 数据和最大似

然法监督分类进行昔阳县耕地面积遥感提取，分类

结果精度高达 93. 3%［39］。另外，国内还开展了利用

遥感数据和实地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耕地质量的

评价调查。如杨建锋等以河南省宜阳县为研究区

域，建立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光谱遥感技

术，以 Landsat5 TM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开展耕地质

量评定，探讨应用遥感技术进行耕地质量识别的可

行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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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上主要两大农业遥感估产业务系统

Tab． 2 Two agricultural yield prediction systems using remote sensing in USA and EU

系统名称 LACIE 和 AGＲISTAＲS 计划* MAＲS 计划＊＊

国家和机构 美国农业部( USDA)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 JＲC)

研发开始时间 1972 年 1988 年

采用的遥感数据

( 1 ) 面 积 监 测 主 要 采 用 Landsat5 TM 和

Ｒesourcesat-1 AWiFS

( 2) 长势监测主要采用 NOAA AVHＲＲ NDVI

( 2 周合成) 和 MODIS NDVI 数据

( 1) 面积监测主要采用 SPOT X，部分采用 Landsat TM、IＲS 和雷达

数据

( 2) 长 势 监 测 主 要 采 用 SPOT-Vegetation NDVI 和 NOAA AVHＲＲ

NDVI

主要方法 抽样方法采用面积抽样框架
抽样方法采用分层面积采样抽样

估产方法采用遥感数据与地面气象数据、作物生产模型结合

主要监测作物种类 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等 小麦、大麦、水稻、玉米、油菜、向日葵、甜菜、土豆和牧草

监测范围 国家尺度和全球热点区域 欧盟地区及全球热点区域( 如非洲、中亚国家)

业务产品 每两周形成一份预测报告 每年提供 6 ～ 8 次欧盟和邻近国家的主要作物长势监测和产量预报

精度评价

主要作物面积监测精度的 kappa 系数从 0. 8

到 0. 9 以上，与地面实际统计数据的相关性

从 0. 6 到接近于 1。

冬小麦估产精度大于 90%

注: * 表示信息来源官方 USDA 网站: http:∥www． nass． usda． gov /，＊＊表示信息来源官方 JＲC 网站: http:∥mars． jrc． it /。

2. 2. 2 土壤遥感调查

( 1) 土壤关键属性调查

早期的土壤遥感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类型遥感

制图，即利用遥感图像对土壤类型、组合进行人工目

视解译和勾绘。其方法是依据土壤发生学原理、土
被形成和分异规律，对遥感图像特征( 包括色调、纹
理和图型结构) 或解译标志以及地面实况调查资

料，进行地学相关分析，直接或间接确定土壤单元或

组合界线。现在土壤遥感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关键

理化特性的调查与制图，特别是土壤水分的遥感监

测。
大面积土壤含水率状况对农作物产量预测、合

理灌溉、防洪抗旱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土壤水分遥

感监测主要包括光学、热红外、主被动微波遥感等手

段，反演方法包括植被指数法、热惯量法、温度-植被

指数法、微波反演等方法。对于裸露或植被覆盖稀

疏的土地，较适用热惯量法。该方法主要利用遥感

获取的地表昼夜温差以及土壤热惯量与土壤水分含

量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土壤水分的反演。如胡猛等基

于 MODIS 数据，利用热惯量模型，计算了表观热惯

量，并与实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模，反演了内蒙古

额济纳盆地的土壤水分［41］。对植被覆盖区，可以利

用土壤与作物之间水分关系，来间接建立基于植被

指数的土壤水分遥感监测。如卢志光等利用红外波

段监测作物冠层温差，进而通过冠层温差与土壤水

分之间的关系，确定土壤含水率［42］。
另外，由于水分和土壤介电常数差异显著，水的

介质常数接近于 80 dB，而干土仅为 3 ～ 5 dB，湿土可

高达 20 dB 以上，因此土壤水分微波遥感监测机理

清晰，应用也较广。其中，主动微波遥感就是基于土

壤介电常数从干土到饱和的不同引起后向散射系数

的变化，对裸土来说，土壤湿度的增大会引起后向散

射系数的增大。1978 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

载有 SAＲ 系统的卫星“海洋卫星 Seasat-1”，实现了

SAＲ 系统由机载向星载的过渡。SAＲ 应用于土壤

水分反演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国际上提出了许多

的模型和算法，包括理论模型和经验、半经验模型。
目前较为常用的理论模型主要有: Kirchhoff 模型、小
扰动模型( SPM) 、积分方程模型( IEM) 以及改进的

AIEM 模型; 适用于裸地、稀疏到中等密度的地表植

被覆盖条件的经验和半经验模型主要有: Oh 模型、
Dubois 模型和 Shi 模型; 对于植被覆盖较密的地表

常用的模型主要有: 水-云模型( Water-Cloud Model)
和基于辐射传输方程的 MIMICS 模型［43］。国内在

SAＲ 土壤含水率反演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王

军战等基于改进的 AIEM 模型采用双极化的 ASAＲ
数据进行了土壤湿度的反演研究［44］。余凡和赵英

时融合 TM 数据和 ASAＲ 数据进行了黑河流域土壤

水分含量的提取研究［45］。最近几年，随着新一代雷

达 卫 星 ( ALOS /PALSAＲ、 TerraSAＲ-X、Cosmo-
SkyMed、ＲADAＲSAT-2) 的发射，其雷达数据的高分

辨率、多入射角、多频段、多极化、多观测模式等优越

性将逐渐显现，给土壤含水率的主动微波遥感监测

带来新的潜力与希望。
另外，被动微波遥感主要是通过测量地表的微

波辐射来监测土壤水分，是大尺度下具有较高精度

的土壤含水率监测方法，常被应用于进行大区域以

及全球尺度的土壤水分动态监测。如 SMOS 遥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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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3 d 能获取一幅覆盖全球的土壤含水率图。但是

被动微波遥感空间分辨率低，经常是数十公里的分

辨率，因此很多研究会结合多源数据来降低被动微

波遥感的尺度，同时保持微波遥感较高的监测精

度［46］。如 Sánchez-Ｒuiz 等设计了一个集成 MODIS
和 SMOS 数据的土壤水分监测降尺度新算法，该方

法将土壤水分制图的空间分辨率从 40 km 提高到

500 m，同时土壤水分监测精度进一步提高［47］。
其他土壤属性遥感调查，集中在土壤有机质、土

壤粗糙度、土壤质地等属性。其中土壤有机质或有

机碳是土壤最关键的属性，与土壤质量、肥力、碳库

等直接相关。土壤有机质在可见光波段存在较宽的

吸收波段，主要受到了土壤发色团和有机质本身黑

色的影响，在视觉上表现为暗黑色的土壤比亮色的

土壤有机质含量更高。而在近红外波段，主要受到

NH、CH 和 CO 等基团的分子振动的倍频与合频吸

收影响，因此土壤有机质或有机碳的地面高光谱研

究一直受到重视［48 － 49］。利用卫星遥感探测土壤有

机质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一般在裸土情况下可以

直接采用遥感光谱特性; 而在植被覆盖时，经常采用

其他成土因子间接地预测土壤有机质。如 Gomez
等利用星载高光谱 Hyperion 数据和 PLSＲ 方法直接

预测了澳大利亚农田土壤有机碳含量，与田间实测

数据比较后认为星载高光谱数据有可能用于土壤有

机碳的预测和制图［50］。Wang 等利用 MODIS 影像

提取的植被指数建立与有机质的回归关系，利用回

归克里格法进行有机质的空间预测制图［51］。Poggio
等利用多时相 MODIS 数据提取的 EVI、LAI、LST、
NDWI、SAVI 等指数和高程、坡度、坡向等 DEM 相关

因子一起采用广义加性模型( GAMs) 和随机分类树

方法进行整个苏格兰土壤有机碳的预测和制图，取

得了较好的结果［52］。另外，如 Bartholomeus 等利用

地面光谱反射率和机载成像光谱仪以及铁的相关吸

收特征，来进行土壤中铁含量的预测［53］。
( 2) 土壤侵蚀退化与障碍性土壤调查

遥感技术很早就应用于土壤侵蚀、退化调查与

监测，主要有 2 种途径: ①利用图像的颜色、色调、形
状、纹理、阴影等信息和背景辅助数据，加上野外实

地调查，直接建立土壤侵蚀与退化的遥感解译标志

或机助分类阈值，制作解译结果图，传统遥感调查方

式多数采用此方式。②利用土壤侵蚀退化的评价模

型，如美国的通用流失方程( USLE) 。即先采用遥感

资料来获取全部或部分参数数据，然后计算土壤侵

蚀量。目前遥感技术主要用于提取降雨侵蚀 Ｒ、植

被覆盖管理 C 和土壤保持工程措施 P 3 个因子。如

卜兆宏等多年来利用遥感技术和地面辅助数据进行

土壤 USLE 模型的计算，已经在江西、山东、福建等

地大量应用，与地面水文站监测流域年流失总量相

比，精度达到 90% 以上［54］。另外，如 Al-Abed 利用

SPOT 卫星数据计算 USLE 模型中的 C 值和 P 值，然

后结合降雨、土壤和 DEM 数据获得了叙利亚沿地中

海地区的年土壤侵蚀量［55］; Kumar 等利用遥感与改

进的 USLE 模型进行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土壤侵蚀

研究，其采用 TＲMM 卫星数据来计算降雨侵蚀因子

Ｒ，TM 数据来计算植被覆盖管理 C［56］。
障碍性土壤一般指土壤属性存在影响作物生长

和农业生产的障碍性因子的土壤。如盐碱土、沙土、
酸性红黄壤、石灰岩土等。由于这些土壤植被覆盖

相对稀疏，土壤表层影象特征有一定的标志，所以有

利于大面积的遥感调查。同时低产土壤的专题调查

与制图是土壤改良的重要基础。以影响最大的盐碱

土为例，早期主要是利用航空像片结合实地调查进

行盐碱土等的分析。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一

系列分辨率较高的遥感影像促进了盐碱土等障碍性

土壤的监测的发展。1984 年我国对黄淮海平原开

展了低产土壤遥感清查工作，主要包括盐碱土、沙

土、砂姜黑土 3 类低产土壤。通过野外路线调查和

土样的光谱特征分析，建立解译标志，选用 1∶ 20 万

MSS 假彩色合成片，再套用地貌类型分区图，目视解

译成图。与常规地面调查结果比较，解译定性精度

为 88. 9%，定量精度为 80%［57］。Kalra 等利用不同

时相不同数据源对印度南部一海滨平原的盐碱土进

行调查，根据不同季节影象变化，区分出盐渍化程度

不一的 3 种土壤类型，同时还区分出钠质土与盐渍

土的分布［58］。Abbas 等则采用 IＲS-1 B LISS-Ⅱ结合

田间调查数据，采用最大似然方法对盐碱土进行了

分类，总体精度达到了 90%［59］。马驰探讨了采用

HJ-1A 影像数据研究大面积土壤盐渍化状况的可行

性，结果表明采用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进行土壤盐

碱化遥感反演［60］。
2. 3 农业灾害遥感监测

2. 3. 1 旱涝灾害

农业旱灾和洪涝灾害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常

见、影响最大的两种气候灾害。每年因旱灾造成的

经济损失约占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的一

半。由于洪涝灾害的突发性极强，每年我国农田大

约受涝面积为 733 万 hm2，造成 200 亿的直接经济

损失，占各类农业灾害损失的 30%左右［61］。
目前最为常用的干旱监测方法为作物缺水指数

法、热惯量法、植被指数法等，尤其是前 2 种方法。
作物缺水指数法 CWSI( Crop water stress index，作物

缺水指数) 主要利用作物冠层与冠层上空大气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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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来反映作物根层的土壤水分信息，一般只适用

于作物覆盖率较好的地区。但是现有的干旱指数多

应用于具备干旱条件的地区，在潮湿地区作用有限，

Ｒhee 提出一个新的干旱指数 SDCI ( Scaled drought
condition index) ，该指数综合了地表温度( LST) 数据

和来自 MODIS 传感器的归一化指数 ( NDVI) 数据，

以及从 TＲMM 获得的降水数据［62］。如李强子等基

于环境减灾星的多光谱、热红外数据及 MODIS 数据

构建旱情遥感综合指数，实现了旱情遥感监测、地表

可用水资源监测和旱情对农作物的影响分析［63］。
热惯量法是基于土壤水分对于土壤温度变化的阻

抗。通过遥感图像反演研究区昼夜温差来反映农业

旱情，一般用于裸地或者作物比较稀疏的地区。如

曾燕等和 Chen 等采用改进的表观热惯量模型在河

北平原和江苏地区进行了干旱监测研究［64 － 65］。
对于洪涝灾害的遥感监测技术已经逐渐成熟，

微波遥感由于不受时间和天气的影响，可以全天时、
全天候地用来监测洪涝动态信息，是洪涝灾害发生

期间最常用的监测手段。而光学遥感数据如 TM 和

SPOT 等，一般被用 于 灾 后 农 田 面 积 统 计。Tapia-
Silva 等运用 Landsat 影像和辅助数据进行农作物受

洪涝灾害后的损失情况估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试

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准确率为 66%［66］。
2. 3. 2 冷冻灾害

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

频率和强度不断加强。频发的农业气象灾害严重制

约着我国农业的平稳快速发展。以冷冻害为例，冷

冻害是北方冬小麦和水稻的重大灾害之一，主要发

生在越冬休眠期和早春萌动期［67］。作物冷冻害遥

感监测的技术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种，地面温度监测

和植被指数差异分析。其中，地面温度监测是利用

遥感技术监测地面温度，尤其是最低气温，通常要求

监测温度的精度小于 1℃。这是因为作物发生冻害

与否，直接与温度的高低有关，1℃ 的气温差别往往

会带来两种不同的危害结果。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Lou 等应用 NOAA-AVHＲＲ 数据采用

分裂窗算法反演地面最低温度对茶园冻害进行了监

测并对冻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估［68］。一般

研究所用的遥感影像资料分辨率较低，而 MODIS 数

据具有较高的空间时间分辨率，在农业气象灾害监

测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如 Ｒomanov 利用 NOAA
和 MODIS 数据通过监测积雪覆盖和地面温度对乌

克兰冬季作物低温冻害进行了研究［69］。
作物遭受冷冻害后作物植株保持过冷却状态，

体内叶绿素活性会减弱，对近红外光和红光的敏感

度下降会导致植被指数发生变化［70］。因此植被指

数差异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比受灾前后植被指数的差

值来判断受灾情况，其生物学意义较为明显。Feng
等研究了冬小麦冻害发生时及发生前后 MODIS-
NDVI 的变化情况，提出利用生长恢复度来监测冬

小麦冻害严重程度，认为生长恢复度与产量存在线

性关系［71］。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植被指数 ( NDVI)
并不能及时反映农作物冷冻害，往往在发生一段时

间后才有所察觉，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因此，要想取

得理想的监测效果，就需要将 NDVI 监测与农作物

地表温度反演有机地结合起来。
2. 3. 3 病虫害

病虫害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给农业

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

界粮食产量常年因病害损失 10% 以上，因虫害损失

10%。在我国，病虫害对于农业的收益有极为严重

的影响，平均每年病虫害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的经

济损失占各类农业灾害损失的 10% ～15%左右［72］。
利用遥感大范围监测技术可以对农业病虫害做到早

期发现，早期防治，及时响应，及时处理。遥感技术

不仅能对农业虫害病情的发生、发展进行实时监测，

而且能对虫害对于农作物生长影响作出有效的分析

和评估。
病虫害遥感监测的原理是作物病虫害会导致作

物叶片细胞结构色素、水分氮素含量及外部形状等

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作物反射光谱的变化; 对作物冠

层来说，病虫害会引起作物叶面积指数生物量覆盖

度等的变化，故病虫害作物的反射光谱与正常作物

可见光到热红外波段的反射光谱有明显差异［72］。
国外，遥感技术用于虫害监测研究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Mirik 等研究了俄罗斯麦蚜虫危害的冬小

麦反射率光谱和虫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了预

测虫量的光谱指数［73］。Jonas 和 Menz 采用 3 个不

同发病时期的 QuickBird 和航空 HyMap 影像，利用

决策树方法来识别冬小麦白粉病和叶锈病不同的发

病程 度，结 果 表 明 早 期 预 测 结 果 一 般，精 度 只 有

56. 8%，而 2 个月后的第三期影像预测最好，精度达

到 88. 6%［74］。
2. 4 精准农业与遥感

精准农业( Precision agriculture，PA) 技术是按照

田间每一操作单元的环境条件和作物产量的时空差

异性，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施用适量的水、
肥、药、种子等，从而精准地进行施肥、播种、灌溉、杀
虫、除草、收获等，以期达到较小的投入获取较高的

收益，并将给环境带来的污染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农

业耕作技术。精准农业已成为粮食生产链监测，保

障农业生产质量和数量的一种有效方法［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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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可为精准农业提供以下 2 类农田与作物的

空间分布信息: 一类是基础信息，这种信息在作物生

育期内基本没有变化或变化较少，主要包括农田基

础设施，地块分布等信息。另一类是时空动态变化

信息，包括作物产量，作物养分状况，病虫害的发生

发展状况，以及作物物候等信息。
2. 4. 1 农田现状精准化制图

基于遥感的农田现状精准化制图主要针对农田

基础设施、地块分布制图，该图作为农田基础信息底

图，为精准作业计划提供服务。农田基础设施主要

包括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等，使用遥感技术可以在较

大范围内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快速调查与精准制

图。传统的遥感农田田块与基础设施信息提取主要

有以下 3 种方法: 人机交互模式下的人工解译提取

技术，基于像元尺度的影像自动分类技术及自动识

别跟踪方法。如周炼清等将 QuickBird 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进行合成比值变量变换法融合后，采用目视

解译方法获得 1 ∶ 2 000 比例尺的高新农业园区底

图［76］。胡谭高等利用基于小波变换和分水岭分割

方法，对北京地区 QuickBird 数据进行耕地地块的自

动提取研究［77］。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耕地地

块边界和空间信息提取，不仅时效性强，精度高，而

且符合中国农村高度分散条件下的精准农业的实

施。
另外，精准农业的变量管理技术需要将农田分

割为相对均一的管理单元来实现精耕细作。目前农

田管理分区经常采用地面传感器和遥感采集信息相

结合的方法来表征农田中产量肥力因子和限制因子

的差异性，然后采用各种聚类方法进行分区研究。
如 Li 等采用 SPOT 提取的 NDVI，EM38 电导率等数

据结合模糊 c-均值聚类方法将研究田块分成 3 个子

区，结果表明各子区的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因子存

在显著的差异［78］。
2. 4. 2 农田精准化施肥

农田变量施肥即根据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养分

胁迫的空间分布来精准地调整肥料的投入量以获取

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

土壤和作物养分两方面的信息，通过近地和卫星遥

感技术对作物生化参数( 氮磷钾) 和长势进行监测

可以提供作物养分和生长状况信息，同时在地理信

息系统、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支持下，生成作

物不同 生 育 阶 段 生 长 状 况“诊 断 图”( Diagnosis
maps) ，为指导合理精准施肥提供可靠依据。

作物氮素营养和生长动态的监测与诊断是作物

栽培调控和生产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农业技术指导

部门和生产者制定管理决策的主要依据，为精准农

业的现代化管理提供必需的基础信息。因此，基于

氮素营养状况的作物生长监测和诊断一直是农学领

域中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79］。由于高分辨率卫星

数据在时相和成本上都还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近

地遥感手段目前应用相对较多。基于近地光谱传感

数据的精准化施肥始于 90 年代，国外学者基于不同

叶位 SPAD 值测定叶绿素含量，反映植株受氮素胁

迫程度，进而实施变量施肥。Stone 等最先利用近地

光学传感器( 671 nm 和 780 nm) 实现田间行进式的

作物氮素胁迫监测［80］。之后，国内外学者不断研发

了一系列近地传感器如: Yara N sensor、GreenSeeker
( 650、770 nm ) 、Crop Circle ( 590、880 nm 或 670、
730、780 nm) ，这些传感器在作物营养监测中得到了

广泛使用。例如，Kitchen 等使用 Crop Circle 提供的

植被指数 GNDVI，监测作物氮素缺乏程度，进而指

导变量施肥，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减少氮素的施用

量，提高作物产量［81］。在卫星遥感应用方面，主要

是利用 Hyperion 高光谱数据或高空间分辨率遥感

的植被指数。Wu 等成功地利用 Hyperion 高光谱数

据红边反射的多个植被指数，对多种作物的叶绿素

含量实施监测，为进一步氮素监测和变量施肥提供

依据［82 － 83］。Ｒeyniers 等在田块尺度上利用高分辨

率 Ikonos 遥感影像数据建立 NDVI 指数与小麦谷粒

氮含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 86，该结果

表明 Ikonos 可 以 监 测 精 细 尺 度 下 的 小 麦 氮 素 胁

迫［84］。
2. 4. 3 农田精准化灌溉

精准灌溉指在 3S 技术( 或其中之一) 及其相关

技术或自动检测控制技术条件下的精准灌溉工程技

术( 如喷灌、微灌和渗灌等)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

育期间的土壤墒情和作物需水量，实施的实时精量

灌溉。
农田小尺度的土壤含水量分布状况是实现精准

灌溉的前提。目前，基于中低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和

被动微波遥感的土壤含水量监测方法只适用于全球

或区域大尺度，并不适用于农田或田块小尺度下的

土壤水分监测。然而随着高空间分辨率卫星数据的

不断发展，使得田块小尺度下的农田蒸散量估算和

土壤含水量监测成为可能，并指导精准灌溉实践。
例如赵春江等建立了基于互补相关模型、Ikonos 遥

感数据及气象观测资料的高分辨率农田蒸散量估算

方法，并利用蒸渗仪观测数据对农田蒸散模型及时

空扩展结果进行验证和分析，从而为农田精准灌溉

提供更为精细的蒸散决策信息［85］。Gherboudj 等利

用 ＲADAＲSAT-2 SAＲ 影像和地面同步测量数据，建

立了各个后向散射系数与土壤表面粗糙度、作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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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物含水量的经验关系，利用这种经验关系来纠

正土壤粗糙度和作物对半经验水-云模型的影响，在

加拿大实现了不同作物( 小麦、豌豆、小扁豆和油菜

籽) 田块的土壤水分监测［86］。Baghdadi 等利用高空

间分辨率 TerraSAＲ-X 的单极化数据来反演裸土水

分，预 测 均 方 根 误 差 仅 为 2. 81%，因 此 类 似

TerraSAＲ-X 的米级雷达遥感数据在田间尺度的土

壤水分反演方面有很大的潜力［87］。
随着新兴的根区局部灌溉技术的发展，根据根

区( 0 ～ 50 cm) 土壤墒情状况定时、定量实施灌溉成

为当前节水灌溉的新思路，因而充分了解田间土壤

在垂直方向上尤其是根层方向上的含水率分布状

况，是实现精准灌溉的关键。目前，利用遥感数据反

演土壤含水率存在深度较浅的问题，0 ～ 20 cm 的土

壤含水率与遥感资料相关性较好，反演精度较高; 而

30 cm 土层深度往下，遥感反演土壤水分精度越来

越差，因而利用表层土壤水分反演深层土壤水分具

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如李琴等在遥感影像热惯量模

型的基础上，结合半经验模型建立了适用于干旱半

干旱区 1 m 土体的土壤含水率反演模型，结果表明，

壤土和壤质粘土这两类土壤含水率接近真实值，砂

土在区域验证中，模拟与实测差值为 2. 16%，整个

模型模拟精度较好，能够准确地从时空上反演干旱

半干旱地区 1 m 土体的土壤水分情况［88］。

3 农业遥感技术新的发展趋势

3. 1 新一代农业无人机技术应用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作为一

种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可重复使用的新型遥

感平台，具有优于其他遥感平台的灵活性、实时性、
移动性等特点。特别是随着可见-近红外航空成像

光谱仪、航空 CCD 数字相机的小型化，使得随时获

取厘米级空间分辨率的可见-近红外图像成为可能，

所以无人机遥感系统目前在环保、农业、救灾等应用

领域得到了迅速的拓展。
农业卫星遥感技术受到天气、轨道周期、空间分

辨率等的影响，对田间尺度的农情监测还存在很多

不足，往往很难及时提供高质量的遥感数据，无人机

遥感可以与大面积卫星遥感相互配合，形成多尺度

的农情信息监测网。无人机遥感可以发挥在农田精

细尺度和动态连续监测的优势，应用于农田地块边

界和面积调查、农作物种类识别和统计、农作物长势

分析、农作物养分和土壤水分监测等，特别在农业灾

后快速评估方面，无人机遥感技术将发挥独特的作

用。

3. 2 农业地面传感网与遥感技术相结合

目前，基于有线和无线传感器的各类地基观测

技术和组网建设逐步发展和完善，为卫星遥感的地

表参量反演、模型同化和耦合、精度验证等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真实性信息。在农业领域，基于现代物联

网技术的农业地面传感网在智能温室与大田精准作

业管理方面得到了快速应用。特别是各类自动采集

作物叶面到冠层、土壤表层到剖面理化信息，以及农

田气温、湿度、光照等环境信息的传感器不断出现，

加上无线传输网和智能控制系统，使得农田信息地

面采集的便捷性、精确性、时效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显然，各类地面传感网与农业遥感相结合可以

提高农业遥感的监测精度，加强农业信息的实时服

务能力。但是由于卫星、航空、地面等传感器系统在

观测模式、成像机理、应用目的和处理方式等方面存

在很大的不同［89］，加上水、土、气、生等农业资源要

素的时空异质性，因此目前实现农业地面传感网与

遥感技术的充分融合或进行协同观测还存在很多困

难。
3. 3 农业专业模型与遥感技术的耦合

遥感技术优势在于多尺度、多角度、多波段、多
时相地提供大范围的对地观测数据，能够及时获取

地表特征信息如植被指数、亮度指数和地表辐射温

度等，并通过定量反演，进一步获取地表特征参数如

地表反射率、叶面积指数、叶绿素含量、土壤水分含

量等。但是农业遥感特别是农作物遥感监测，作物

高度、叶面积、生物量等关键属性在生育期是连续变

化的动态过程，单靠遥感数据很难保证观测的连续

性。因此，大量的研究是将各种农业专业模型如作

物生长模型、地表能量平衡模型等与遥感数据进行

耦合或同化，来弥补遥感观测时间分辨率的缺陷。
新的发展趋势一是提高传统农业专业模型的适

用性，克服模型完全以农田小区试验为样本，较少考

虑地物空间异质性的缺点; 二是发挥星地多源数据

的优势，结合地面传感网提高信息采集的周期性; 三

是重视遥感数据产品的标准化和业务化，如 MODIS
系列数据产品，可以业务化提供 8 d 植被指数、叶面

积等数据产品，使得传统农学家更容易将遥感数据

引入到各类农业专业模型中。

4 结束语

农业是遥感最早应用和效益显著的领域，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实施 LACIE 计划以来，农业遥感

技术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特别是随着

新一代高空间、高光谱和高时间分辨率遥感数据的

不断出现，使得农业遥感技术的监测对象、监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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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监测的业务化流程等方面得到了更大的突破。
我国农业现在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

转型期，实施农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给遥感技术带

来了新的机遇。及时总结国内外农业遥感发展历程

和遥感技术发展新趋势，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契

机，将进一步明确农业遥感技术的发展前景和应用

潜力。我国农业遥感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一定

差距，大力发展农业遥感新技术、扩展遥感新应用，

借鉴当前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必将对我

国农业现代化产生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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