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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近红外光谱”的 相
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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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红外光谱应用于农产品内部品质无损检测的方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分
析过程中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模型用于处理非线性数据集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一

定难度的。目前常用的偏最小二乘(PLS)、主成分回归(PCR)以及逐步多元线性回归

(SMLR)等方法还不能解决这类问题。文章提出了将基于统计学原理的最小二乘支持

向量机(LS-SVM)回归方法用于番茄汁的近红外(NIR)光谱分析，预测番茄汁品质

(糖度和有效酸度)。运用LS-SVM方法以67个番茄汁样本建模，采用高斯径向基函

数(RBF)为核函数，对33个样本进行糖酸度预测，糖度的相关系数为0.990 25，均

方根标准预测误差为0.0056° Brix;有效酸度的相关系数为0.967 5，均方根标准

预测误差为0.024 5。结果表明，LS-SVM方法要优于PLS和PCR建模方法，是一种
快速、准确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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