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蔗糖产业是上思县的经济支柱，蔗糖业产值占

财政收入的50%～60%，占农民年经济收入的60%

～70%。每年上思县甘蔗种植面积约33333.33hm2，

原料蔗总产量接近3000000t，是广西最大的甘蔗种

植县之一。但是当前甘蔗农业观测体系基础薄弱、获

取甘蔗生长相关信息手段有限，每年糖业主管部门

或企业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对甘蔗生

长信息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耗时耗财又耗力。利用卫

星遥感技术开展甘蔗种植面积估算和长势监测，能

够获取常规方法难以获得的甘蔗生长信息，从而客

观地分析甘蔗种植分布和总体长势［1-5］。

本文选取上思县为研究区域，采用国产高分一

号（GF-1）卫星数据源，运用遥感调查技术方法[6-12]

对甘蔗种植面积和长势监测进行研究，制作甘蔗种

植面积空间分布图和甘蔗长势等级分布图，准确地

掌握上思县的甘蔗生长信息，对指导上思县合理安

排甘蔗生产、保障上思县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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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上思县为研究区，以各个地物光谱特征的差异为着入点，利用GF-1卫星数据资料，采用监督分类和卫星ND-

VI影像差值的遥感方法，提取研究区的甘蔗种植信息。结果表明：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甘蔗种植面积估算和长势监

测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面积估算准确度为93%，长势监测与实际生长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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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si County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area in this paper, then taking the differences in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features as the entry point, using GF-1 satellite data,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method of satellite

NDVI image difference to extract sugarcane planting information in Shangs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imation of sugarcane

planting area and monitoring of sugarcane growth by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accuracy of area estimation is 93%, and the monitoring of sugarcane growt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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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和方法

2.1 研究区域

上思县位于广西南部，十万大山北麓，属南亚热

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1.7℃，年平均降雨量

1217.3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896.1h，年太阳总辐

射量达114.39kCal/cm2。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霜期

长，土层深厚，适宜甘蔗的生长，是广西最大的产糖

县之一。

2.2 数据资料

2.2.1 卫星数据

高分一号卫星，简称GF-1卫星，轨道高度为

645km。其配置了2台2m分辨率全色/8m分辨率多光

谱相机和4台16m分辨率多光谱宽幅相机，突破了

空间分辨率、多光谱与大覆盖面积相结合的大量关

键技术。挑选研究区域上空成像质量好，过境轨道正

的GF-1卫星数据，本文选取2017年 11月 1日和

2016年10月7日GF-1卫星数据资料，对数据进行

定标、地理精校正、图像配准等预处理。

2.2.2 地理数据

对研究区域进行野外调查，获得研究区域的地

形地貌、作物种植结构、甘蔗种植信息、地理特征数

据和经纬度样点资料。

2.2.3 甘蔗数据

上思县糖业生产管理局、广西上上糖业有限公

司和广西农垦国有昌菱农场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上思

县甘蔗种植面积数据和长势数据，为后期订正研究

数据提供参考基础。

2.3 技术方法

2.3.1 光谱特征分析

遥感影像上选择城镇、道路、裸地、森林、甘蔗、

水稻、水体、白云等各种地物的样本特征点，提取各

地物的光谱特征信息。根据光谱分析结果可知：城

镇、道路、水体、裸地、白云之间的光谱区别明显，且

植被覆盖率指数常年均非常低，很容易与甘蔗区分

开来；森林植被覆盖率指数一年四季保持在较高的

数值，而在11月份甘蔗会有一个衰减的趋势，林地

能与甘蔗较好区分；水稻与甘蔗在11月份的光谱特

征区别不明显，植被覆盖率指数相近，可以通过对研

究区作物种植分布的了解和Google Earth地图逐一

对比分析辨别；其他作物如玉米、香蕉、瓜果蔬菜等

在研究区只有零星种植，对本次统计甘蔗种植面积

影响不大，可忽略不计。

2.3.2 甘蔗种植区域提取和面积统计

选取2017年11月1日GF-1卫星上思县数据图

像资料，通过对数据图像进行预处理，从预处理过的

数据图像中分别选取多个不同地物的小样本，并用

不同颜色标记，再把它们全部设定为感兴趣区，采用

监督分类最大似然法[13]对数据图像进行计算，获得

研究区各地物的区域分布情况和面积数据，从而得

出甘蔗种植分布矢量文件。

2.3.3 甘蔗长势监测

在农作物长势监测中，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被公认的能够反映作物生长状况的指标[14]。选取

2016年10月7日和2017年11月1日GF-1上思县卫

星数据图像资料，对两个时段的卫星数据图像进行

NDVI反演处理，紧接着对反演处理过的两个时段的

卫星数据图像进行配准，从而计算出两个时段研究

区的甘蔗NDVI差值影像，根据NDVI统计值将研究

区甘蔗划定为好中差三个等级，最后经过密度分割

得到研究区甘蔗长势等级划分矢量文件。

2.3.4 专题图制作

运用ArcGIS10.2平台，制作出2017年上思县甘

蔗种植面积空间分布图（图1）和2017年上思县甘蔗

长势等级分布图（图2）。

图1 2017年上思县甘蔗种植面积空间分布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遥感估算面积与实际面积对比

研究计算结果显示，2017年上思县甘蔗种植面

积遥感估算为32806hm2，其中在妙镇甘蔗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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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为12440hm2，思阳镇甘蔗种植面积为6120hm2，

叫安镇甘蔗种植面积为5720hm2，余下5个乡镇均有

种植分布；上思县糖业生产管理局提供的甘蔗种植

面积数据为：在妙镇11747hm2、思阳镇5693hm2、叫

安镇5253hm2、平福乡2647 hm2、华兰镇2527hm2、那

琴乡1087hm2、南屏乡893hm2、公正乡660hm2，总面

积为30507hm2。将两组数据对比分析得出，遥感估

算值比实际面积偏多，误差率为7%，特别是在其他

作物混种和地势起伏大地区，遥感估算值比实际面

积统计值偏差稍大。具体对比数据见表1。

图2 2017年上思县甘蔗长势等级分布图

表1 2017年上思县甘蔗种植面积遥感估算与实际数据对比

（单位：hm2）

乡镇名称

在妙镇

思阳镇

叫安镇

平福乡

华兰镇

那琴乡

公正乡

南屏乡

合计

估算面积

12440

6120

5720

2913

2787

1280

793

753

32806

实际面积

11747

5693

5253

2647

2527

1087

660

893

30507

误差率

5.57%

6.97%

8.16%

9.13%

9.33%

15.08%

16.77%

18.59%

7%

3.2 甘蔗种植面积空间分布情况

由图1可知，上思县甘蔗种植空间分布不均匀，

种植区主要分布在上思县盆地，其中在妙镇、思阳

镇、叫安镇种植面积较大，连片种植区域多；其他乡

镇受地形地貌和土壤养分影响只有零星甘蔗种植，

且分布不均匀，产量低。

3.3 甘蔗长势等级监测情况

由图2知，2017年上思县甘蔗长势总体较好，长

势良好的甘蔗占种植总面积的 30.36%，中等占

52.88%，差等只占16.76%。其中，在妙镇、思阳镇、叫

安镇为甘蔗长势良好集中区域，与上思县糖业管理

局提供的官方数据较为一致。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GF-1卫星数据资料，以各个地物光

谱特征的差异为着入点，运用监督分类的综合分类

方法提取2017年上思县甘蔗种植分布和面积数据；

长势监测分析抓住归一化植被指数值（NDVI）能够

反映作物生长状况的特点，利用两个时段卫星数据

图像的NDVI影像差值，根据NDVI统计值划定生长

状况等级，方法简单、操作便捷。经与上思县糖业管

理局提供的数据对比验证，遥感估算甘蔗种植面积

的准确度为93%，长势监测分析与实际生长情况基

本一致。基本满足了地方政府和制糖企业对统计准

确度的要求，较以往人工统计的方法能节约出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下一步应考虑在地方推广应用，

为地方政府决策、制糖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技术参考

和数据支撑。

但本研究方法还存在以下问题，今后将进一步

加强研究改进：一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丘陵地带地势

起伏大，容易给遥感估算面积带来误差，造成估算结

果偏差较大；地势平坦地带的遥感估算面积与实际

面积较为接近。二是物种种植繁杂的影响。实际表

明，物种种植繁杂的地区，在用最大似然法计算面积

时，会将其他作物混进甘蔗种植区，造成遥感估算面

积比实际面积偏大。三是天气影响。5~8月为甘蔗生

长旺盛季节，但在气候上属于主汛期，天气变化大，

获取晴空数据量很少，难以获得该时段成像质量高

的卫星数据图像进行甘蔗种植面积和长势遥感监

测，造成11月份开展成熟期甘蔗种植面积和长势遥

感监测时无数据参考与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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