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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绿素荧光光谱分析的黄瓜霜霉病害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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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对黄瓜病害的快速无损准确预测!基于激光诱导叶绿素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建立了温室

黄瓜霜霉病害的预测模型#通过测定健康叶片"病菌接种
!7

叶片和接种
C7

叶片的光谱曲线!采用一阶导

数光谱预处理方法!结合主成分分析数据降维方法对三组光谱数据进行特征信息提取后!建立主成分得分

散点图!依据累积贡献率选取
"-

个主成分代替导数光谱曲线!再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技术进行分类和

预测#通过对三组光谱数据
"-,

个样本的训练!对
FF

个样本进行分类预测!并对比了四种核函数的支持向

量机的分类能力!结果表明!径向基核函数对黄瓜霜霉病害的分类预测能力达到了
@D&D!g

!具有很好的分

类和鉴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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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疾病的综合管理是保证高品质和生产安全的关键!

因此对黄瓜病害的预测是对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先决条

件(

"

)

!同时也是减少对其经济投入和使用农药过程中环境污

染的有效途径#叶绿素荧光被誉为植物体的无损检测探针!

它是通过采集植物体内的微弱荧光!达到判断植物体内光合

速率"叶绿素含量等生理状况的目的(

)

)

#近几年来叶绿素荧

光在植物生理监测中的应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

#使用叶

绿素荧光光谱技术实现对黄瓜病害预测的快速"有效"正确

的判断!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成分分析的精髓在于较少损失信息的前提下将多个指

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C

)

!是通过线性变换(

D

)以尽可能

少的正交矢量表征数据信息特征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的方

法(

*

)

#支持向量机%

3J

((

$21:/01$2;50O96/

!

.#X

&是采用结

构风险最小化%

.KX

&原理(

@

)

!在高维特征空间使用线性函数

假设空间的学习系统!由最优化理论的学习算法训练!实现

了由统计学习理论(

"-

)导出的学习偏置(

""

!

")

)

#

本研究的目的是采用反射式激光诱导叶绿素荧光光谱技

术结合主成分分析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数据挖掘方法建

立黄瓜霜霉病害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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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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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

本实验使用荷兰
8:561/3

公司生产的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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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型光纤光谱仪采集系统!其光谱检测范围为
!C-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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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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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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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6;

!采样积

分时间
"&";3

#激光发射装置激发光强度为
D&,;R

#设置

光谱仪采集探头与激光发射探头成
F,T

角!贴近活体叶片表

面进行光谱采集#

/.=

!

样品光谱采集

实验于
)-"-

年
C

*

@

月于吉林大学南岭校区玻璃温室内

进行#黄瓜实验品种为,长春密刺王-!霜霉病菌采自吉林农

业大学实验田#

诱导接种方法'采摘带有霜霉病菌的叶片用无菌水冲

洗!双层纱布过滤!配成孢子悬浮液#接种前先将薄层湿棉

平铺于叶片上!保湿
"-;96

$接种后将自封袋套于叶片上!

保湿
)FO

!定期通风降温!喷水加湿#在温室棚顶加盖遮阳

网避免阳光直射#

在温室内随机选取生长健康的壮苗期叶片
,-

片进行实

验#实验分为接种前的健康叶片"病菌接种
!

和
C7

的叶片

共三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其进行叶绿素荧光光谱采



集#但在第
C

天进行光谱数据采集时人为损坏
"

片叶片!故

样本数据为
"F@

个#

/.D

!

荧光光谱预处理

光谱预处理目的是去除光谱的随机噪声"基线漂移"样

本不均匀"光散射等影响#经研究发现!一阶导数处理比较

适合于荧光光谱分析!但是噪声较高的仪器不宜采用这种方

法!因此在对荧光光谱预处理之前采用光谱仪自带软件

8#8'>\..$A1Q52/D&)

进行基本处理!以消除仪器因素对

光谱数据的影响#

为消除光谱首末端波动的影响!选取荧光光谱
,--

"

*--

6;

波段进行分析#分别将健康叶片"病菌接种
!

和
C7

叶片

的荧光光谱进行一阶导数处理!得到一阶导数荧光光谱曲线

如图
"

所示#对比健康叶片与接种后叶片的导数光谱发现!

其强度表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规律!但接种后叶片强度变化规

律的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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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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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光谱的主成分分析

采用
X51%5<

软件对上述光谱数据提取主成分!对提取

的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进行分析!在得到的主成分中!前
"-

个

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D@Cg

!因此采用前
"-

个主成分

代替导数光谱#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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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 累计贡献率+
g

主成分 累计贡献率+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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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光谱提取的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

分得分作为
4

!

B

和
E

轴的值!如图
)

所示#

!!

图
)

中定性地说明了黄瓜健康叶片与病菌接种后
!

和
C

7

后的叶片光谱的变化情况!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处理后能

够进行定性判别!但在分类边界处的区分不很明显#因此!

引入支持向量机数据挖掘方法对降维后的导数光谱进行辨别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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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的分析结果

支持向量机的输入数据为
"F@

片叶片的前
"-

个主成分

得分值!将每组数据随机分成训练集%

!,

个&和预测集%

",

个&!得到训练集样本
"-,

个!预测集样本
FF

个#

将样本中的数据映射到高维空间中!最终建立一个线性

可分的超平面来实现支持向量机的分类功能是通过核函数完

成的#采用不同的核函数可以得到不同的算法和计算精度#

在计算中对比了四种经典的核函数分别是线性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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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式核函数%

E?=b

&"径向基核函数%

KUB

&"多层

感知高斯核函数%

.LMX?LM

&#四种核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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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瓜霜霉病的预测中采用一类对余类的分类方法!算

法如下'

设样本数据的训练集为
%

&

5%

>

"

!

?

"

&!3!%

>

!

!

?

!

&6

1

%

4

Y

B

&

!

!其中
>

"

1

4

&

R

!

!

?

"

1

B

&

5

"

!3!

O

6!

"

&

"

!3!

!

#当针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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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进行训练时!把其余
OZ"

的类

看作负类#设样本数据的分类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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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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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集中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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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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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8K )

+ + + +

"-- C"&!C

E?=b ) !

+ + +

"-- @,&F,

KUB )

+

-&),

+ +

"-- @D&D!

.L_X?LM )

+ +

-&-) - "-- D)&D)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

采用
X51%5<D&-&"

软件完成支持向量机的四种算法程

序!通过网格搜索法(

"!

)确定核参数!对比分析发现!使用

E?=b

和
KUB

进行预测的效果优于
=L'\8K

和
.LMX?LM

!

分类准确率能够达到
@,g

以上!其中使用
KUB

的预测效果

更优!达到
@D&D!g

#结果见表
)

#

!!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主成分分析结合支持向量机数据挖

掘方法对黄瓜霜霉病害的预测能力效果较好!使用
KUB

霜

霉病预测能力达到
@D&D!g

!优于另外三种核函数的处理结

果#因此选择径向基函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建立温

室黄瓜霜霉病害预测模型#

!

!

结
!

论

!!

采用激光诱导叶绿素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对黄瓜霜霉病害

预测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采用一阶导数光谱预处理

方法!结合主成分分析和径向基核函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的数据挖掘方法建立了黄瓜霜霉病的预测模型!是一种无

损"快速"定量的检测方法!经实验证明预测能力可以达到

@D&D!g

!该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可以用于指导生产!为植

物病虫害的无损检测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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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

由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联合主办!韶关学院和韶关市化学化工学会联合承办的,第
"D

届全国分子光谱学术报告

会-!将于
)-")

年
"-

月
"@

*

))

日在广东韶关召开#

本次会议是我国分子光谱界的又一次聚会和高水平"高信息容量的学术交流#本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本次会

议将全力展示我国在分子光谱及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增进广大分子光谱科学工作者和支持分子光谱事业

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分子光谱事业的发展#届时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分子光谱有关学术领域的

前沿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同时会议还将组织各类专题讨论和学术交流#竭诚欢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从事

分子光谱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同事和朋友们来广东韶关参加会议!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推进分子光谱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在国

民经济和高新技术开发中的广泛应用和技术转化#我们真诚期待着国内外同行在
)-")

年
"-

月相聚在美丽的韶关#

征文范围

分子光谱理论研究!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荧光光谱"磷光光谱"紫外
Z

可见吸收光谱"激光光谱"光谱成像等各类光谱

技术在在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科学"表面+界面科学"医药"环境"工业过程"催化学"地学"农林及其他领域的基础理论

与应用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同时也欢迎相关的光谱技术%如质谱"核磁共振等&的最新研究成果#

论文要求

"&

论文内容必须是未在期刊杂志上发表过或其他全国或国际会议宣读过#

)&

提交论文扩展摘要一份!纸张大小用
8F

纸版式%用
?AA90/Q$27

软件排版!页边距为
)0;

!单倍行距&#

!&

扩展摘要按以下顺序排版'文题%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四号仿宋居中&$单位%小四号宋体居中!含所在省市"邮政编

码"电子邮址%如有&$论文的创新性!研究意义与结果%五号宋体&$关键词和主要参考文献%自版芯左起!五号宋体&#文稿中

可穿插主要论据的图"表和照片!图题"图注和表题"表注一律用英文表述#摘要的字数!包括图!表!参考文献!总共不能超

过
F,--

字#

F&

具体投稿要求可参看模板及0光谱学与光谱分析1征稿简则#稿件一经录用!将由0光谱学与光谱分析1以增刊形式发表

会议论文摘要集#

,&

论文截稿日期'

)-")

年
F

月
!-

日!尽量通过电子版!一般不接受手写稿#

论文提交方式

欢迎大家通过网站提交论文!请您注册登陆中国光谱网%

O11

(

'++

QQQ&396$3

(

/012$30$

(4

&$2

N

&06

&点击论文提交上传您的

论文#论文将采用网上评审的方式!你可在网上浏览对您论文的评审结果和修改意见#请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论文#请

发往'

N(

O

4

)-")

!

")C&0$;

$若以信件方式投稿!请以挂号邮寄!信封上请注明,第十七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征文-字

样$收稿地址'邮编
,")--,

!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大塘路九公里韶关学院化学系$黄冬兰收#

报告形式

为充分利用会议时间!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本次会议仍采用
u

口头报告
u

和
u

墙报展示
u

两种方法进行学术交流#无论是

口头报告还是墙报展示!均属大会同等学术交流!无水平高低之分#对内容好!制作精良的报展颁发奖励#为尊重个人意见和

便于组委会的安排!请投稿人注明选择自己的稿件为,口头报告-或,墙报-的字样#在安排,口头报告-和,墙报-时!将充分考

虑作者的意见#同时会议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分子光谱有关学术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主

要报告形式有'

"&

大会邀请报告'主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报告光谱分析的前沿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

!!

)&

论坛主题报告'本次会议将选择光谱技术的热点应用领域!开设多个专题论坛!邀请在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作论坛主题

报告#

!&

论坛邀请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学术交流#

F&

墙报展示'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交流和展示形式之一!会议将统一安排墙报的讲解时间!希望作者能按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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