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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利用北京 １号遥感数据以及 ＭＯＤＩＳ数据提取作物雪灾灾情的范围，并利用 １ 月上旬的北京 １
号遥感数据监测作物种植成数，利用 ＧＶＧ农情采样系统调查作物受灾比例，然后结合耕地数据库计算了江
西、湖北、湖南和贵州 ４个重点省份的作物受灾面积，分析了受灾的程度和影响因素。 监测结果表明：江西、湖
北、湖南和贵州 ４省农作物受灾总面积约 ４２９．７６ ×１０４ ｈｍ２，此次雪灾造成的作物受害地区主要分布在冬小麦
和油菜广泛种植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作物受灾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和丘
陵地带。 比较而言，冬小麦因处于返青期受害有限，油菜处于抽苔期或现蕾期受害较大。 江西和湖南南部地
区虽然雪灾严重，但因处于冬闲期，作物种植面积不大，受灾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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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中旬至 ２ 月上旬，中国南部地区发

生了重大雪灾，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越冬作
物更是受雪灾影响，受冻成灾严重。 快速地开展农
作物受灾估计，既是实施灾后补救的基础性数据支
持，也是对今年夏季作物收成估计的基本需求。

“中国农情遥感速报系统”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５ 日［１］ ，利用自主的北京 １ 号遥感数据以及 ＭＯ-
ＤＩＳ数据，对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 ４ 个重点受灾
省份的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了遥感应急监测。
2　方法与数据
2．1 作物雪灾灾情遥感监测方法

作物雪灾灾情遥感监测，旨在通过遥感技术
对作物受雪灾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定量估计。
长期以来，遥感技术在积雪监测方面具有良好的
研究基础和发展。 冯学智、鲁安新等人在中国雪
灾区划、牧区遥感监测评估模型、雪灾遥感识别

等方面的研究使我国雪灾遥感监测形成了雄厚

的积累
［ ２ ，３ ］ 。 刘兴元等人也在新疆阿尔泰地区雪

灾遥感监测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 ４ ］ 。

目前对于农作物受雪灾影响方面的实质性研究

工作还没有开展。
笔者利用遥感监测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估算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我国南方雪灾的 ４ 个重点省份
（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的作物受灾范围、受灾面
积和基本灾情。 基本方法如下：

利用遥感数据监测农作物受雪灾影响的范围，
主要使用北京 １ 号多光谱遥感数据提取降雪覆盖范
围。 为了补充云覆盖地区的积雪信息，用 ＭＯＤＩＳ 数
据提取积雪范围进行补充。

派出地面调查队伍，利用 “ＧＶＧ 农情采样系
统” ［５］

针对重点越冬作物（主要是冬小麦、油菜、蔬
菜）及设施农业（主要是农业大棚）等的受灾情况开
展地面调查。 重点调查越冬作物的种植成数与作物
受灾比例。

根据遥感提取积雪覆盖范围和地面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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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雪灾监测使用北京 1号数据
Fig．1　BJ －1 CCD images used in

snow monitoring

结合中国耕地资源数据库，综合分析各省不同地区
的作物受灾面积及分布情况，并分析主要越冬作物
的受灾程度。
2．2　遥感数据选择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作物雪灾灾情遥感监测，主要
使用自主产权的北京 １ 号多光谱遥感数据。 该数据
具有幅面宽（６００ ｋｍ）、重访周期短（１—３ ｄ）、空间
分辨率高（３２ ｍ）等特点。

根据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在

雪灾期间的数据接收情况，此次雪灾共接收到 ６ 天
的有效数据（见表 １、图 １）。

表 1　北京 1号卫星雪灾监测影像
Table 1　BJ －1 CCD images used in snow monitoring

日期 有效覆盖面积／ｋｍ２

２００８０２０２ ３１５ ３５１
２００８０２０４ ５８２ ５２８
２００８０２０６ ２３１ ４８３
２００８０２０７ ２６９ ３３１
２００８０２０９ ６７４ ８２８
２００８０２１２ ３７７ ９７１

同时，为了监测雪灾影响，还搜集到了雪灾监测
区的背景影像数据（见表 ２），用于监测雪灾发生前
的作物种植信息。

表 2　北京 1号卫星背景影像数据
Table 2　BJ －1 CCD images used as base information

日期 覆盖范围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２００８０１０３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２００８０１０６ 河南 湖南 贵州

此外，由于云的影响，北京 １ 号数据仍未能完全
覆盖监测区，此次监测还利用了部分 ＭＯＤＩＳ 数据，
以弥补云覆盖的影响，最大程度获取有效的雪灾
信息。

表 3　雪灾监测MODIS影像
Table 3　MODIS images used in snow monitoring
日期 卫星 日期 卫星

２００８０１２０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９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１２４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３ ＴＥＲＲＡ
２００８０１２９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４ ＴＥＲＲＡ
２００８０１３０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８ ＴＥＲＲＡ
２００８０１３１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９ ＴＥＲＲＡ
２００８０２０７ ＡＱＵＡ ２００８０２１２ ＴＥＲＲＡ

3　雪灾影响范围遥感监测
利用遥感监测作物的雪灾灾情需要首先把积雪

覆盖范围和雪灾影响范围区分开来。 雪灾影响范围
是指作物受到雪灾影响的区域，而积雪覆盖范围则
是指从遥感影像提取出来的积雪区。 由于遥感影像
在获取时，部分地区的积雪已经融化，因此雪灾影响
范围往往大于积雪覆盖范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雪灾作物灾情影响范围的遥感
监测，首先通过遥感影像提取积雪区，然后通过空间
插补与多时相插补得到实际的雪灾影响范围。
3．1　积雪遥感识别

积雪遥感识别主要是根据积雪与其他地面目标

的光谱反射率的差异，但是由于天空中的云具有同
样高的反射率，因此还需要利用辅助手段剔除夹杂
其中的云。

１）利用北京 １ 号多光谱数据识别积雪。 北京 １
号多光谱数据识别具有覆盖范围广、空间分辨率高、
纹理信息特征明显等优点，为积雪遥感监测提供了
较好的数据基础，但是由于只有绿、红和红外 ３ 个波
段，也为雪和云的分离造成一定困难。

为了准确识别积雪，首先对北京 １ 号 ＣＣＤ 数据
进行非监督分类。 为了保证更高的区分能力，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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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类数量为 ４０，迭代次数为 ２５ 次。
雪与云的反射率往往明显大于其他地面目标。

通过目视判读识别出为积雪或云的类，提取出包含
积雪和云的公共范围。

利用北京 １ 号卫星多光谱数据的高分辨率特
征，通过手工方法，勾勒出云的边界。

利用云的边界从积雪和云的公共范围中剔除云

覆盖区域，得到遥感影像中的积雪覆盖区域
（见图 ２）。

图 2　北京 1号多光谱数据提取积雪范围
Fig．2　Snow extent extracted from

BJ －1 CCD images

２）利用 ＭＯＤＩＳ 数据识别积雪。 利用 ＭＯＤＩＳ 数
据监测积雪的方法已经有很多介绍

［５ ～７］ 。 一般利用
ＭＯＤＩＳ的可见光 １ （０．６５９ μｍ），２ （０．８６５ μｍ），４
（０．５５５ μｍ ），６（１．６４ μｍ），２０（３．７ μｍ）通道以及
热红外 ３１ （１１．０３ μｍ），３２（１２．０２ μｍ）通道组合的
数据，应用于对积雪的监测。 基于反射特性的归一
化差分积雪指数（ＮＤＳＩ）计算法具有普遍的实际操
作性，是提取积雪信息的较好技术手段。 归一化差
分积雪指数基本运算如下：

ＮＤＳＩ ＝（ＣＨ（４） －ＣＨ（６）） ／
（ＣＨ（４） ＋ＣＨ（６））

通常情况下，当 ＮＤＳＩ 大于或等于 ０．４ 时，像元
标识为积雪。 同时用 ２ 通道的反射率大于 １１，为同
时判断条件，以剔除水体的影响。

对于 ＡＱＵＡ 卫星，由于搭载的第 ６ 波段出现问
题，采用第 ４，７ 通道计算积雪指数。 在此情况下，当
积雪指数大于 ０．６ 时，像元标识为积雪。

云的识别与剔除主要使用亮温并设置域值来实

现，因为云顶温度比雪表面温度低。 中高云的识别
使用 ２９（８．５５ μｍ）和 ３１（１１ μｍ）两个通道的亮温差

的域值进行分离，中低云使用 ２０ （３．７ μｍ）和 ３１
（１１ μｍ）两个通道亮温差设置域值进行分离。 对于
卷云则使用 ２６（１．３７５ μｍ）通道作为域值判断条件，
在这一波段，卷云具有非常强的吸收。

利用 ＭＯＤＩＳ 影像提取的积雪覆盖范围见图 ３。
3．2　雪灾影响范围确定

利用遥感影像（北京 １ 号与 ＭＯＤＩＳ）提取得到
积雪范围并非作物受灾的实际范围。 这主要是因为
遥感成像时由于天气原因有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尤
其是阳坡地带和海拔高度相对较低地区，遥感提取
的积雪范围明显少于实际雪灾范围。 因此，开展作
物受灾范围的遥感提取，还必须根据相关资料对雪
灾的影响范围进行适当插补，得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全国降雪范围图（见图 ４）。 主要的插补方法包括如
下 ３ 个方面。

１）　利用多时相因子进行插补。 根据多期北
京 １ 号多光谱数据或 ＭＯＤＩＳ 数据提取的雪覆盖信
息，取各期雪覆盖范围的并集得到最大范围的雪灾
影响范围。

２）利用空间信息进行插补。 主要是根据降雪
的空间连续性进行插补。 同一区域内如果周围均为
降雪区域，中间云覆盖区域也应填充为雪覆盖区。

３）利用地形地貌信息进行插补。 对于较低海
拔高度有降雪的区域，将其周边的高海拔地区插补
为积雪覆盖区。
4　作物种植成数遥感监测

作物种植成数遥感监测，采用“中国农情遥感
速报系统”的监测方法［１，８］ 。 首先通过影像识别耕
地中是否有作物种植，统计每个县的作物种植面积，
然后通过与耕地面积对比计算作物种植成数。 监测
过程包括几何精纠正、植被指数计算、影像合成、非
耕地去除、非监督分类、标定、分县统计与分类成数
计算 ８ 个步骤。
5　作物受灾地面调查

为了准确地了解南方受灾地区，尤其是江西、湖
北、湖南和贵州 ４ 个重点省份的作物受灾情况，“中
国农情遥感速报系统”派出 ３ 个地面调查队伍，借
助 ＧＶＧ 农情采样系统［ ８］ ，选取灾区合适的地面调查
路线（见图 ５），调查不同地区作物受灾的比例，以便
估算不同地区的作物受灾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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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ODIS数据提取积雪范围
Fig．3　Snow extent extracted from MODIS images

图 4　2008年 1—2月降雪范围
Fig．4　Snow extent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n 2008

图 5　2008年南方雪灾地面调查线路
Fig．5　Routes for snow disaster ground

survey in south China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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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受灾情况调查，主要是利用 ＧＶＧ 农情采样
系统在 ４ 个重点受灾省份采集大量地面照片，同时
通过内部集成的 ＧＰＳ 接收设备记录照片的空间位
置。 然后在室内判读每张照片内作物是否受灾。 最
后按县统计作物受灾比例。

为了保证地面采集照片清晰，并考虑照片中作
物受灾情况的判断，同时由于雪天路滑，要求汽车的
速度不能超过 ４０ ｋｍ／ｈ。

此外，对于偏远路滑、道路艰险的地区，可采用
电话咨询的方式，向当地居民或单位询问受灾比例。
湖北、湖南的西部山区，均通过此种方式调查得到受
灾比例。
6　作物受灾面积遥感估算

作物受灾面积遥感估算方法，采用受灾地区耕
地面积、作物种植成数与作物受灾成数相乘的计算
方法。 即

作物受灾面积 ＝受灾地区耕地面积 ×作物种
植成数 ×作物受灾成数
6．1　受灾地区耕地面积的计算

受灾地区耕地面积通过遥感提取的雪灾范围与

耕地数据库叠置分析。 首先利用积雪影响范围对耕
地数据库进行提取，得到雪灾影响范围内的耕地数
据。 然后利用县级行政区划边界进行分区统计，得
到每个县的受灾耕地面积。

此次雪灾监测使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

据中心提供的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１０ 万耕地数据库。
6．2　作物受灾面积估算

利用受灾地区耕地面积与遥感监测得到的作物

种植成数以及地面调查得到的作物受灾成数相乘得

到作物受灾面积（见表 ４，图 ６）。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 ４ 省农作物受灾总面积约
４２９．７６ ×１０４ ｈｍ２ ，其中江西约 ８９．５４ ×１０４ ｈｍ２ ，湖北
约 １８８．２０ ×１０４ ｈｍ２ ，湖南约 ９５．７１ ×１０４ ｈｍ２ ，贵州
约 ５６．３１ ×１０４ ｈｍ２ 。

表 4　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4省作物受灾面积
Table 4　Damaged crop area by snow disaster in Jiangxi，

Hubei， H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in 2008

省份
受灾耕地

面积／ｈｍ２
作物种植

成数

作物受灾

成数

作物受灾

面积／ｈｍ２

江西 ２ ８０２ ２６３ ０．３２５ ９ ０．９８０ ４ ８９５ ３５７
湖北 ４ ３４５ ０５４ ０．６７５ ４ ０．６４１ ３ １ ８８１ ９９１
湖南 ３ ８２２ １５９ ０．２６３ ６ ０．９５０ ０ ９５７ １４５
贵州 １ ５４３ ８７６ ０．４３９ ６ ０．８２９ ７ ５６３ １０７

图 6　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4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分布
Fig．6　Damaged crop area by snow disaster in

Jiangxi， Hubei，H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in 2008

在 ４ 个省份中，湖北省因冬小麦和油菜种植面
积均大，受灾面积最大。 江西、湖南因大量耕地处于
冬闲时期，作物种植比例较低，作物受灾面积相对较
小。 雪灾最强的湖南南部地区，耕地处于冬闲状态，
种植面积较小，因而受灾作物面积不大，相反，湖北
和湖南北部地区因冬小麦和油菜种植比较普遍，受
灾作物面积比较大。 贵州省尽管冬小麦与油菜处于
生长期，但由于地处山区，耕地偏少，受灾面积不大。
7　作物受灾程度分析

作物受灾程度主要根据地面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８ 日到 ２２ 日的地面调查结果，江西、湖
北、湖南和贵州 ４ 个重点受灾省份的受灾情况如下。
7．1　江西省

根据遥感监测结果，江西省受灾作物面积约为
８９．５４ ×１０４ ｈｍ２ 。 主要发生在鄱阳湖周边地区以及
境内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以及东部和东南部的
山区地带。 受灾作物主要包括油菜、蔬菜和冬小麦
等作物。 南昌、新建、进贤、景德镇和修水等地作物
受灾面积超过 ５ ×１０４ ｈｍ２。

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鄱阳湖以北地区，面积较小，
而且处于返青期，受灾情影响范围较小。

油菜是受影响最大的作物，鄱阳湖周边的永修、
德安、九江等县油菜种植区约 ８０ ％受灾，情况较为严
重，预计会出现大幅减产。 中南部油菜受损相对较
轻。 莲花、吉安等地也有一定程度受损。 其他地区基
本没有受到影响。 全省平均约 ５５ ％的油菜受灾。

蔬菜受灾较为严重。 乐化、永修、德安等蔬菜基
地，约有 ２０ ％的蔬菜大棚被大雪压垮，约 ７５ ％的蔬
菜被冻死。 南昌周边也有较多蔬菜大棚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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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湖北省
根据遥感监测结果，湖北省受灾作物面积约为

１８８．２ ×１０４ ｈｍ２，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东南部幕阜
山区以及西部的高山地区。 受灾作物主要包括冬小
麦、油菜、蔬菜等作物。 监利、荆门、钟祥、天门和仙
桃等县作物受灾面积超过 ６．５ ×１０４ ｈｍ２ 。

湖北省冬小麦还处于返青期，总体受害不重。
北部冬小麦受冻程度稍重，叶片上部出现枯萎现象，
约有 １０ ％的小麦属重度受冻，江汉平原的冬小麦受
冻程度较轻。

湖北省油菜全部受到雪灾影响，全省重度受灾
约 １０ ％，中度受灾约 ３０ ％，轻度受灾约 ６０ ％。 受
灾程度因生长阶段的不同而有差异。 发育较早的油
菜，已抽苔或开花的受冻害程度就较重，未抽苔的油
菜受害较轻。 抽苔越明显，开花越早，受冻害越严
重。 空间上，北部地区受灾相对较重，枯叶比重大，
甚至茎弯曲、倒伏；江汉平原北部的油菜大多受灾较
轻，只是老叶枯死，新叶和菜心基本正常。

湖北省蔬菜种植以露天种植为主，因此 ８０ ％以
上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其中重度受冻基本绝收的
蔬菜占 ３０ ％。 白萝卜、胡萝卜、菜苔、莴苣、大白菜、
小白菜、菠菜、芹菜等越冬蔬菜严重受冻，其中白萝
卜与莴苣受冻最重，小白菜、胡萝卜冻害相对较轻，
包菜（又称甘蓝、卷心菜）基本未受影响。 对于大棚
蔬菜，武汉市及各中小城市周边未发现大棚设施受
损现象，大棚内蔬菜大多生长正常，但反季节蔬菜因
为长期低温寡照、供热不足，出现部分受冻现象。
7．3　湖南省

根据遥感监测结果，湖南省受灾作物面积约为
９５．７１ ×１０４ ｈｍ２，主要发生在湖南东部、南部和西部
山区，多是冻雨与降雪交错发生。 常德、澧县、桃园、
汉寿、华容等地作物受灾面积超过 ５ ×１０４ ｈｍ２，受灾
作物主要包括冬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

湖南省冬小麦只在洞庭湖以北有一小部分，但
由于地势较低，基本与江汉平原的冬小麦情形一样，
因此受灾程度较轻。

湖南省油菜种植在湘江两岸及山区，地面调查
发现，在湖南东北部、东南部地区的油菜受灾相对较
重，枯叶比重大，甚至茎弯曲、倒伏，重度受灾比例达
到 １５ ％以上，而中度受灾也达到 ３０ ％以上。 中部
地区的油菜大多受灾较轻，只是老叶枯死，新叶和菜
心生长正常，重度受灾比例不足 １０ ％，中度受灾比
例大约 ２０ ％。 洞庭湖平原北部的油菜受灾轻，长势

较好，中度受灾比例约 １５ ％。
湖南省的蔬菜作物，包括白萝卜、胡萝卜、菜苔、

莴苣、大白菜、小白菜、菠菜、芹菜等受损严重。 大棚
蔬菜因主要分布城市周边，地势较低，几乎未受明显
影响，地面调查中在湖南宁乡（长沙郊县）见到的铁
架蔬菜大棚及在郴州郊区发现的简易竹架蔬菜大

棚，只有轻度受损现象，棚内未见有蔬菜种植。
7．4　贵州省

根据遥感监测结果，贵州省受灾作物面积约为
５６．３１ ×１０４ ｈｍ２ ，全省大部分地区，除北部遵义地区
及东北部局部地区外，均有雪灾和雪凝现象发生，其
中东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 受灾作物主要包括冬
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 盘县、黎平、兴义、从江、都
匀等地作物受灾面积超过 ２ ×１０４ ｈｍ２ 。

地面调查表明，今年贵州省冬小麦种植主要分布
在贵阳、凯里一线及其南部的惠水、长顺、麻江、丹寨
等地区。 受雪凝影响，冬小麦不但发育较迟，而且分
蘖偏少，全省冬小麦种植区，如长顺、惠水、龙里、都匀
等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灾情，预计减产超过５ 成。

油菜是贵州省受损最为严重的越冬作物。 地面
调查表明，今年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油菜受损严重，表
现为油菜叶子枯黄或枯黑，基本绝收；有些油菜生长
状况看似正常，但由于受雪凝冻害，油菜花受损严重，
产量受损估计过半。 遵义、遵义县、瓮安、贵定、龙里、
贵阳、惠水、长顺、修文、息烽等地油菜冻死近半，产量
预计减少 ５成以上。 但在一些地势较低地区，如凯里
周边的河谷地带，油菜受灾较轻，影响不大。

贵州省蔬菜作物受损也比较严重，除遵义市以
北地区以及凯里周边的河谷地带之外，黄平、瓮安、
都匀、麻江、贵定、长顺、惠水、修文、息峰等地蔬菜受
灾均较严重，萝卜、白菜、芹菜、莴笋等均受冻致死。

除此之外，贵州省的土豆、玉米、豌豆、蚕豆等其
他作物也受损严重，新播种的土豆、玉米均因天气寒
冷未出苗，豌豆、蚕豆均被冻死。
8　结语

文章利用北京 １ 号遥感数据和 ＭＯＤＩＳ 数据，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的作物受灾情况进行了遥感估算。
结果表明：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 ４ 省农作物受灾
总面积约 ４２９．７６ ×１０４ ｈｍ２ ，其中江西约 ８９．５４ ×
１０４ ｈｍ２ ，湖北约 １８８．２０ ×１０４ ｈｍ２，湖南约 ９５．７１ ×
１０４ ｈｍ２ ，贵州约 ５６．３１ ×１０４ ｈｍ２ 。

雪灾对作物的危害取决于作物种植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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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水分、地形地貌特征和积雪持续时间。 因此，此
次雪灾造成的作物受害地区主要发生在冬小麦和油

菜广泛种植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作物
受灾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和丘

陵地带。 比较而言，冬小麦因处于返青期受害有限，
油菜处于抽苔期或现蕾期受害较大。

江西和湖南南部地区虽然雪灾严重，但因处于
冬闲期，作物种植面积不大，受灾面积较少。

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根据作物生理生态特征
建立标准分级，以便在作物雪灾影响监测中做参考。
作物受灾标准分级至少应该包括如下 ５ 个等级：绝
收、严重减产、减产、略有减产和不会减产，并根据不
同等级建立相应的生理生态标准，包括叶面、根部、
花部等营养器官的受灾特征。

致谢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文美平、
贾坤、杜鑫、陈强， 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
限公司严明、王爱华、李丽参与了部分工作，在此表
示感谢。

参考文献
［１］　吴炳方．中国农情遥感速报系统 ［ 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４，８ （ ６ ） ，

４８１ －４９７
［２］　冯学智，曾群柱，鲁安新，等．西藏那曲雪灾遥感识别模型

［Ａ］．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所集刊第 ８ 号［ Ｃ］．北京：科学
出版杜，１９９５，６８ －７３

［３］　鲁安新，冯学智，曾群柱，等．我国牧区雪灾遥感判别初步研究
［ Ｊ］．自然灾害学报， １９９４（４） ： ６９ －７６

［４］　刘兴元， 陈全功， 梁天刚，等．新疆阿勒泰牧区雪灾遥感监测
体系构建与灾害评价系统研究［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６

［５］ 　吴　扬，张佳华，徐海明，等．卫星反演积雪信息的研究进展
［ Ｊ］．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６） ：３ －９

［６］　惠凤鸣，田庆久，李英成，等．基于 ＭＯＤＩＳ 数据的雪情分析研
究［ Ｊ］．应用技术，２００４（４） ：３５ －３８

［７］　曹云刚，刘　闯．从 ＡＶＨＲＲ 到 ＭＯＤＩＳ 的雪盖制图研究进展
［ Ｊ］．地理与地理信息学，２００５，２１（５） ：１５ －１９

［８］　吴炳方，李强子．基于两个独立抽样框架的作物种植面积遥感
估算方法［ 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４，８（６） ：５５１ －５６９

［９］　吴炳方，田亦陈，李强子．ＧＶＧ 农情采样系统及其应用 ［ Ｊ］．遥
感学报，２００４，８（６） ：５７０ －５８０

Crop damage monitoring using remote sensing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n South China in 2008

Ｗｕ Ｂｉｎｇｆａｎｇ１ ， Ｌｉ Ｑｉａｎｇｚｉ１ ， Ｃｈｉ Ｙａｏｂｉｎ２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３ ，
Ｚｈｏｕ Ｗａｎｃｕｎ４ ，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ｑｉ５ ， Ｗｕ Ｓｈｕａｎｇ２

（1．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2．Twenty First Century Aerospace
Co．Ltd， Beijing 100096， China；3．Institute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CAS， Wuhan 430077， China；

4．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AS， Chengdu 610041， China；
5．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 －ｐｈａｓｅ ＢＪ －１ ｍｕｌｔｉ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ａ．Ａｔ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３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ｅａｍ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ｎ，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ｂｙ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４２９．７６ ×１０４ ｈｍ２ ｃｒｏｐｓ ｗｅ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Ｈｕｂｅｉ， Ｈ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ｌｉｅｄ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ｌｉｅｄ ｉｎ ｈｉｇｈ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ｒｏｐ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ｗａ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ｆｏｒ ｉｎ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ａｎｙ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ｉｎ ｆａｌｌｏｗ．

［Key words］　ｓｎｏｗ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ｒｏｐ ｄａｍａｇｅ；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ＧＶＧ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96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卷第 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