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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体透明度反演的太湖水生植被遥感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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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使用多光谱遥感图像提取太湖水生植被分布时
,

由于水体中悬浮物和藻类等物质的影响
,

容易产生
“
异物同谱

”
现

象
,

大面积水体被误分为沉水植被 本文首先通过 图像反演太湖水体的透明度
,

基于 和 植被指数
,

分别建立两

类决策树
,

即透明度辅助的分类决策树和无透明度参与的分类决策树
,

将太湖分为水体
、

以浮叶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和以

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等花种类型 透明度辅助下的 分类决策树方法
,

较好地消除分类过程中的 “ 异物同谱
”

现

象
,

是进行太湖水生植被分类的一种最好方法选择
,

把这种方法应用于 年 月 日的 卫星遥感影像
,

结果

表明太湖中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约
,

以浮叶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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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平均水深约
,

是一个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
,

富营养化严重
,

水华频繁暴发
,

悬浮物浓度高
,

平均透明度很低
,

真光层深度较浅
,

限制了大型水生植被特别是沉水植被的生长【,一 准确获取水生植被

及其生物量的空间分布信息
,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诊断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

为湖泊食草性鱼类的放

养提供依据 目前
,

高分辨率多光谱卫星遥感影像如 和 比
,

中分辨率多光谱卫星遥感

影像如 等都已被成功地用于湖泊水生植被监测 有研究表明
,

水生植被分布与水体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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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系密切
,

和 」对比研究了不同透明度的两个湖泊
,

发现水体透明度
、

营养状态
、

酸

碱度和水深等对水生植被空间分布以及生物量有重要影响
,

其中水体透明度起主导作用 等「川认

为水生植被的生物量随水体透明度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水生植被的分布受水深的影响
,

详细的水深数据

能够帮助提高沉水植被的制图精度 本文试图以水体透

明度作为辅助数据
,

通过 卫星遥感影像
,

较高

精度地获取太湖不同类型水生植被的空间分布信息

数据

选取 年 月 日的 卫星影像及

其具有相同空间分辨率的 一 和 波段
,

使用 地

形图进行几何精校正
,

均方根误差为 个像元 同日对

太湖进行了实地观测
,

共设 个采样点 图 一 巧 日天

气状况良好
,

能见度很高
,

风速均在 级以下
,

巧 日的实地

观测可以视为卫星影像的准同步观测 野外观测时
,

使用

手持 接收机记录采样点的地理坐标
,

使用塞氏盘

在船的背阳面测量水体的透明度

方法

图 样点分布

把整个太湖分为光学深水区和光学浅水区两个部分 在光学深水区
,

离水辐亮度 或 值 不受底

质的影响
,

在光学浅水区
,

依水深和透明度的不同
,

底质对离水辐亮度 或 值 的贡献不同
,

据此可以划

分湖底类型 依据先验知识
,

把太湖水生植被划分为两种类型 以沉水植被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和 以

浮叶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包括浮叶植物
、

挺水植物和漂浮植物 假设这两种类型的水生植被在空间上

不相互重叠
,

同时假设三类地物 水体
、

以沉水植被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

以浮叶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的 值都满足正态分布 首先使用实测透明度及其对应的遥感图像 值
,

建立二者之间的经验模型
,

逐

像元估算透明度 每类地物选取一定数量的典型样

点
,

记录并分析这些样点的 值和透明度
,

确立分

类阑值
,

建立两种分类决策树模型 水体透明度辅

助下的影像地物视光谱特征分类决策树模型
,

仅

基于影像地物光谱特征的分类决策树模型 然后对

相应的遥感影像进行分类
,

最后进行精度评价

估算透明度

有研究表明〔’利“ ,

利用 一 波段
,

可以较

高精度地反演水体透明度 首先将实地观测的采样

点导人 软件
,

生成点图层
,

然后与遥感图像进

行叠加
,

记录每个采样点对应的像元值
,

最后对透

明度和波段 值进行多种回归分析
,

比较后得到

最适合的透明度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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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况。。 为透明度
,

界材 凡刀 和 几朽 分别表

示为 卫星遥感影像第
、 、

波段的像元 图 年 月 巧 日太湖透明度的空间分布

值
, 天入“万 为均方根误差

,

为样本数 式的平

均相对误差约为 把 式应用于太湖 卫星

遥感影像
,

得到整个太湖的透明度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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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类决策树

分类波段的选择 图像各波段水体像元的统计分析表明 表
,

前三个波段
、 、

相关性较高
,

标准差均相差不大
,

相关系数均在 以上
,

和 的相关系数也在 以上 依据信

息最大化和地物易分性原则
,

最终选择
、 、

波段用于三类地物的提取

表 太湖水体像元各波段标准差和波段间相关系数

阳
一 ,

几 加

相关系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各波段标准差

类别闽值的确定 考虑因植被类型和覆盖度以及水深等因素引起的地物类型内部差异
,

在保证样点

值间方差最大的情况下
,

每类地物选取 个代表性的样点
,

记录这些样点的 值
,

在
、 、

之间进行不同波段的组合运算
,

统计每类地物在这些波段或者波段组合上的最大和最小值 如果某个波段

或者波段组合上每类地物间最大和最小值没有重叠区间或者重叠区间很小
,

则这个波段组合适合用于分类

使用 和
,

分别计算太湖三种地物类型 水体
、

以沉水植被主导的水生植被类和以浮叶植被为主

导的水生植被类 的植被指数 。份天 的和 戊限一哟戊拟从 力 表
,

表 结果表明
,

它们的

和 没有重叠区间
,

为了避免像元漏分
,

分别取地物间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平均值为决策树阑值

表 三种地物类型在 上的统计结果

几 而
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最小值内样点数占总样点数的比例

水体

沉水植被

浮叶植被

表 三种地物类型在 上统计结果

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最小值内样点数占总样点数的比例

水体 一 一 一

沉水植被 一 一 一

浮叶植被 一 一

建立决策树 假设当水体透明度小于 时
,

无水生植被生长
,

其中有浮叶植被分布的水域最小透明度

为陈 有沉水植被分布的水域最小透明度为 根据陈洪达和任久长等 ,
一

研究结果以及太湖水深和卫星

影像成像时刻季节的实际情况
,

传取为
,

凡可取为
,

然后结合 和 的类别闭值
,

建立

如图 所示的分类决策树
,

简称方法一 为便于对比分析
,

直接基于三类地物的光谱统计特征
,

建立无水

体透明度参与的分类决策树 图
,

简称方法二

结果分析

方法二的分类结果表明 图
,

两种植被指数的分类结果基本相同
,

梅梁湾
、

竺山湾和太湖西南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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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植被和浮叶植被均大面积分布 而卫星影像获取时段内

的实地调查表明
,

梅梁湾和竺山湾只有在湖岸附近有少量水

生植被分布 相关研究也表明 ’〕, 在西部及北部湖区
,

水生

植被主要分布在沿湖岸线及湖中岛屿岸边约 一 、

水深

小于 水域范围内 基于遥感图像上地物光谱特征的分类结

果与实际相差较大 竺山湾和梅梁湾水体含有高浓度的藻类

和悬浮物质
,

与 图像水生植被的表观光谱特性相似
,

形成

了“异物同谱
”
现象

,

从而造成了不同地物的混淆
,

增加了水生

植被信息的提取误差

与方法二的分类结果相比
,

方法一中梅梁湾
、

竺山湾和太

湖西南沿岸水生植被的空间分布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图
,

其它湖区水生植物分布几乎没有变化 从水生植被空间分布

的角度看
,

方法一的分类结果好于方法二 方法一的分类结

果表明
,

太湖全湖沉水植被面积约
,

其中以沉水植

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约 表

每类地物随机选择 个像元
,

使用

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
,

结果表明 表 和表
,

方法二的

分类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
,

特别是在悬浮物和藻类浓度

较高的水域如梅梁湾
,

大量水体被误分为沉水植被和浮叶植

被 方法一的分类结果中
,

水体被误分为沉水植被的像元明

显减少
,

并且能更有效的提取浮叶植被 浮叶植被的提取误

差主要由藻类引起 图像上
,

聚集的藻类具有与浮叶植被

相类似的光谱特征
,

单纯利用光谱特征很难将其和浮叶植被

区分开 沉水植被的误差主要由水体中的悬浮物引起
,

在悬

浮物浓度较高的水域如西南沿岸和竺山湾等
,

方法二把大面

积水体分为沉水植被 另外
,

两种分类方法中
,

和

的对比分析表明
,

使用 的分类方法总体精度平均提高

了
,

系数提高了
,

表明 的分类方法好于

透明度
舀

否

无水生植被伏

水体
水生植被卜

一

或 一

且且

浮叶植被 非浮叶植被

,

或一 冲 一

且且

匕 七 ,

图 透明度参与辅助分类的决策树

沸 或 一

或一 一

图 无水体透明度参与的决策树

图 无透明度参与的太湖水生植被分类 水体
、

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

以浮叶
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利用 的分类结果 利用 分类结果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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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水体透明度参与的太湖水生植被分类 水体
、

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

以浮叶植

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利用 的分类结果 利用 分类结果
, 一

一 ,

表 两种分类结果对比

方法一 透明度参与的分类决策树

方法二 无透明度参与的分类决策树

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
水生植被 枷

以浮叶植被为主导的
水生植被

表 基于 的分类后误差矩阵 表 基于 和透明度数据的分类后误差矩阵

分类结果
实际类型

总计 分类结果
实际类型

水体

沉水植被

浮叶植被

总计

水体 沉水植被 浮叶植被

水体

沉水植被

浮叶植被

总计

水体 沉水植被 浮叶植被
总计

,、︸

,声份, ,︸飞曰几、︸

气急分类精度
,

一 ‘总分类精度
,

,

透明度作为决策树的一个变量
,

其反演精度直接影响着水生植被空间分布的提取结果 东太湖面积

约 、
,

悬浮物和藻类浓度低
,

透明度高
,

在水生植被提取时几乎不存在
“
异物同谱

”
现象

,

两种方法

提取的水生植被面积几乎没有变化
,

分别为 和 腼 因此在不受
“
异物同谱

”现象干扰的水

域
,

是否有透明度参与的分类方法几乎不会影响水生植被的提取精度 方法一和方法二的分类结果中
,

沉水植被和浮叶植被的面积分别减少 和 表
,

认为是透明度参与下
“
异物同谱

”

现象被克服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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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水生植物作为湖泊生态系统中的初级生产者
,

具有显著的环境生态功能
,

此外
,

水生植被对湖泊水

体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一

太湖受人类活动影响特别大
,

水生植物空间分布变化快

传统的水生植物调查方法费时费力
,

制图周期长
,

不能快速
、

大尺度地监测水生植物的变化 遥感 目前已

经成为获取地表信息的主要来源
,

遥感技术监测湖泊水生植被变化成为有效手段
,

特别是大型湖泊 通

过 图像反演水体的透明度
,

通过地物样点的统计确定分类阑值
,

然后用透明度数据辅助 和
,

实现水生植被空间分布信息的提取
,

结果表明特别是在藻类较大面积集聚和悬浮物浓度较高的水域
,

透

明度辅助下的决策树分类可以显著提高水生植被的分类精度 在悬浮物浓度较高的水域
,

水体在 图

像上具有和沉水植被相类似的光谱特征 在藻类浓度较高的水域
,

水体在 图像上具有和浮叶植被相

类似的光谱特征
,

从而造成了水生植被分类时的
“

异物同谱
”

现象
,

降低了水生植被的分类精度 值得注

意的是
,

在藻类和悬浮物浓度较高的水域
,

透明度很低 使用透明度辅助的决策树分类方法
,

可以增加

水体与水生植被的可分性
,

总分类精度提高了约 另外
,

透明度辅助下的 方法好于透明度辅助

下的 方法
,

透明度辅助下的 方法的总分类精度提高了约 因此
,

透明度辅助下的

分类决策树方法是进行太湖水生植被分类的一种最好方法选择
,

把这种方法应用于 年 月 日的

卫星遥感影像
,

结果表明太湖中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约
,

以浮叶植被为

主导的水生植被约

本文把太湖水生植被分为以浮叶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和以沉水植被为主导的水生植被类
,

仅是

从水生植被生物量遥感估算的角度提出的分类方法
,

目的是为了提高生物量的估算精度 仅从水生植被

物种的角度
,

使用卫星遥感的方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同一样点的水生植被往往包含多种
,

以群丛的

方式出现
,

因此该样点实测的或卫星遥感影像表现出的光谱特征 特性是本样点所有水生植被光谱特征

特性的综合 高光谱或超光谱遥感可以区分不同种类的水生植被
,

技术上
、

方法上是可行的
,

但高光谱

或超光谱卫星遥感影像的获取较为困难
,

目前唯一一颗星载在轨的高光谱卫星传感器
一

的

遥感影像需要编程订购
,

景幅较窄 仅
,

覆盖整个太湖至少需要 景
,

并处于不同的轨道
,

获取的时

间各不相同 多光谱卫星遥感影像 如 叨 的光谱分辨率较低
,

尚不能区分不同的植被物种

参考文献

丫 , ,

四 月飞 耐 封 叼阳砂左亡 及刁叔卿
, ,

‘ 一

即 、仙 , , 七

妙 「 月

肠
, , 一

, 一

即
一

丽

“‘ 次 阴
, , 一

匕 ,
,

” 泣 ” 用 脚 切
, ,

‘
一

刀伟 月 , 一 一

, ,

认

注 乃 , 一 一

李仁东
,

刘纪远 应用 数据估算都阳湖湿生植被生物量 地理学报
, ,

‘
一

部国锋
,

刘翩林
,

纪伟涛 利用 影像估算沉水植物地上生物量的研究 —
以江西省都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

为例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 ,

一 一
一

简永兴
,

李仁东
,

王建波等 都阳湖滩地水生植物多样性调查及滩地植被的遥感研究 植物生态学报
, ,

一

,

颐



沃 乙 湖泊科学
, ,

诫
,

肠
, ,

肠
一

川
,

, 助 了 山以

珑 , 叭 户‘ 户 绍 侧理
, ,

川
一

,
,

而 阳 ”创蔺。 ’少 潇 扭 侧口

, , 一

厂 、
,

初

月 阴 反 切
, ,

一

址 碑眨 比 】 哟 助 比
·

阴用 介‘ 叩 切 月 秘
, ,

石

【
, ,

传
一

面 肠
口 , ,

‘ 一

】
, ,

帅 如

, 、
, ,

一

【 王得玉
,

冯学智 基于 影像的钱塘江人海 口水体透明度的时空变化分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一

邻国锋
,

刘祖林
,

纪伟涛 基于 影像的水体透明度反演模型 —
以都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湖泊科学

,

,

一

陈洪达 武汉东湖水下光照强度对水生植物的影响 湖北渔业
, , 一

任久长
,

周 红
,

孙亦丹 滇池光照强度的垂直分布于沉水植物的光补偿深度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弓

一

秦伯强
,

胡维平
,

陈伟民等 太湖水环境演化过程与机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刘伟龙 太湖水生植物时空变化特征及优势种马来眼子菜的生态响应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种云胃
,

胡洪营
,

钱 易 大型水生植物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