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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光谱的设施栽培水果黄瓜磷元素亏缺初期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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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磷元素$

K

%亏缺初期!水果黄瓜植株根部叶片出现小斑点!其症状的外观特征与健康植株根部叶片

老化初期类似!难以用肉眼或者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识别"本文根据近红外光谱能够反映叶片组织中有机

物组分的差异!运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水果黄瓜植株磷元素亏缺进行了快速诊断研究"精确控制营养液中

磷元素含量!通过设施栽培方式培养缺磷植株和对照样本"近红外光谱仪采集了
+/

片叶子的原始光谱$

*/

片作为训练集!

!/

片作为预测集%!经光谱预处理和窗口宽度优化后均匀划分为
#-

个子区间!分别提取每

个子区间的
"/

个主成分数据作为
CK

人工神经网络$

CK,:((

%的输入变量!以叶片缺素情况作为输出变量!

建立
!

层
CK,:((

诊断模型"当主成分因子数为
!

时!第
-

个子区间对应的模型效果最佳!模型对缺磷叶片

和正常叶片的预测准确率均达到
"//j

"研究表明'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
CK,:((

快速诊断水果黄瓜磷元

素亏缺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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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素诊断#近红外光谱技术#磷元素#水果黄瓜#

CK

人工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

!"#

!

"/'!+*.

"

A

';558'"///,/?+!

#

#/""

$

"#,!#*.,/?

!

收稿日期!

#/"",/#,#!

%修订日期!

#/"",/*,"B

!

基金项目!国家$

B*!

计划%项目$

#//B::"/S#/B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和青蓝工程项目!国家博士后

基金项目!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项目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J["/C

3

#--S

%资助

!

作者简介!石吉勇!

"+B.

年生!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

1,=7;&

'

53%81>%

6

3

#//-

!

W;

)

'5%EF'2%=

"

通讯联系人
!!

1,=7;&

'

b%F

3

e;7%>%

!

F

A

5'19F'28

引
!

言

!!

设施栽培作物以其早熟&高产&增效快等优点受到农民

普遍欢迎!是最有活力的农业新兴产业(

"

)

"由于其生长周期

短&产出量大&需肥量多!要求肥力供给具有高消耗&高补

充的特点!生产中设施栽培作物很容易出现氮&磷&钾比例

失调和缺素症状!其中磷是植物体内核酸&核蛋白&磷脂&

:ZK

和辅酶等重要化合物的组分!能加强光合作用和促进

氮素代谢(

#

!

!

)

"磷元素亏缺容易导致作物营养不良!严重影

响了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以及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有

必要对设施栽培作物的磷元素亏缺进行快速&精确诊断(

.

)

"

磷元素的常规检测法为化学方法测定植物组织或者其提

取物中磷元素的总含量!该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会损害

采样植株(

?

)"同时!磷元素在植株中分有机磷和无机磷两

种形态!其分布在细胞及植物组织内有明显的区域化现象!

虽然化学方法能够准确测定磷元素的含量!但是测量过程没

有考虑磷元素的形态和分布!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植株的磷元

素营养状况(

*

)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近年来无损检测技术在

作物营养状况检测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毛罕平等采用机器

视觉技术对番茄缺素进行了诊断!取得了较好的识别效

果(

-,+

)

"

P74;78R;_743

采用彩色图像分析技术对三种豆类的

大量元素亏缺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缺素叶片图像的色彩

差异(

"/

)

"

本研究在控制磷元素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以温室无土栽

培方式培育水果黄瓜缺磷植株"通过观察缺磷植株生长过程

发现!缺磷初期植株根部附近老叶首先出现小斑点!随着缺

磷条件下生长时间推移小斑点逐渐扩大并伴随组织坏死"外

观上缺磷初期叶片病症同老叶老化初期的特征类似!难以用

肉眼或者计算机图像技术进行辨别"前人的研究表明作物在

缺素状态下!叶片组织的化学组分会发生变化!考虑近红外

光谱能够反映叶片组织中有机物组分的差异!因此本研究用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缺磷初期的黄瓜植株进行诊断(

""

)

"作物

叶片的组分非常复杂!对应的近红外光谱异常复杂!必须结

合相应的化学计量学方法进行解析(

"#

)

"误差反向传输人工

神经网络$

CK,:((

%是一种有监督的学习算法!以样本的输

出与期望输出的偏差极小为目标进行学习!利用梯度最速下

降法!使权值误差沿误差函数的负梯度方向改变!具有分布



并行处理&非线性映射&自适应学习和稳健容错等特性!被

广泛用于光谱检测中的非线性建模(

"!

)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通常采用主成分分析算法将光谱数据压缩为几个变量!将其

作为人工神经网络的输入变量(

".

!

"?

)

"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本研究将光谱均匀划分为若干个子

区间!分别提取每个子区间的若干主成分数据作为
CK,:((

的输入变量!以叶片缺素情况作为输出变量!建立
!

层
CK,

:((

磷元素亏缺诊断模型!尝试快速对磷元素亏缺初期的

水果黄瓜植株进行诊断!为及时追肥&挽救生产提供科学指

导"

"

!

实验部分

$%$

!

样本培育

水果黄瓜品种为碧玉
!

号$上海富农种业有限公司提

供%!以珍珠岩$镇江培蕾有机肥有限公司提供%为基质!在

温室大棚内通过无土栽培方式培养水果黄瓜植株"营养液选

用日本的山崎配方(

"*

)

!水果黄瓜生长初期用正常营养液浇

灌!在水果黄瓜植株长出
.

"

?

片叶子后采用缺磷营养液进

行浇灌!缺磷营养液是在正常营养液的基础上完全扣除磷元

素"为了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分别用缺磷营养液培育了

./

株缺磷水果黄瓜样本!用正常营养液培育了
./

株参照水

果黄瓜样本"

$%&

!

近红外光谱数据采集

采摘缺磷植株的缺素初期叶片以及正常植株的老化初期

叶片采集近红外光谱数据"数据采集设备为
:8374;5

#

型傅

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ZE14=%I;5E14

!美国%!采用
8̂,

Y7:5

检测器!波数范围
"////

"

.///2=

]"

#扫描次数为
!#

次#波数间隔为
"'+#B2=

]"

#分辨率为
"*2=

]"

"数据采集

过程中!温度保持在
#?Q

左右!湿度保持基本不变"每个样

品采集图
#

圆圈内斑点区域的近红外光谱数据!每个斑点区

域采集三次并取三次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原始光谱"试验共采

集了
+/

条近红外光谱$缺磷样本
?/

条光谱!正常样本
./

条

光谱%!

*/

条作为训练集!剩余
!/

条作为预测集"

$%'

!

数据降维和波段选择

样本的近红外光谱包含
!""#

个波数点!信息量非常大"

如果将光谱数据直接作为输入变量进行建模!不仅会因为变

量太多导致计算效率低!而且还会引入噪声降低模型的预测

精度"为了有效提取近红外光谱的特征信息!采用主成分分

析$

KJ:

%现实光谱数据降维"国内外学者比较全光谱偏最小

二乘法$

KX0

%和不同区间偏最小二乘法$

;KX0

!

C;KX0

!

0;,

KX0

%建立的近红外光谱模型!发现
;KX0

模型的预测效果往

往优于全光谱
KX0

模型!说明选用信噪比高的波段比全光谱

对应的模型效果更好(

"-

)

"因此!本研究将全光谱划分若干个

子区间!交互验证了主成分因子数和特征子区间对模型识别

率的影响!并得到最优光谱诊断模型"光谱数据处理流程如

图
"

所示"

$%(

!

人工神经网络建模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重要的模式识别方法!其中多层误

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方法$

>72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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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应用尤广!

具有强大的非线性建模能力!特别适合解决复杂的映射问

题(

"B

!

"+

)

"水果黄瓜叶片是组分复杂的生物组织!叶片的理化

性质与其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之间是一种复杂的映射关系!

本研究将特征波段降维后的数据作为输入变量!采用
CK,

:((

算法建立叶片磷元素亏缺的诊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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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

!

缺磷样本及正常样本比较

水果黄瓜在磷元素亏缺初期!植株根部老叶出现小斑

点!如图
#

$

7

%中小圆圈区域所示"正常植株老叶在开始老化

时!其叶面也会出现小斑点!如图
#

$

>

%中的小圆圈区域所

示"从图
#

中可以看出!缺磷初期叶片和正常老化初期对应

的特征斑点无论在颜色还是在形状上都十分类似!难以用肉

眼或者计算机图像技术进行及时&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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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磷元素亏缺初期叶子的症状同正常植株老叶老化症

状在外观上类似!但是这些症状的诱导因素不一样!必然导

致缺磷对应斑点区域和老叶老化斑点区域内叶片的有机物组

成&含量和比例不一致"前人的大量研究表明!近红外光谱

能够很好的反映有机物组成&含量等方面的差异!非常利于

对磷元素亏缺初期的黄瓜叶片进行快速诊断"缺磷样本和正

常样本斑点区域的近红外光谱如图
!

所示!其中实线为缺磷

叶片对应的光谱!虚线为正常叶片对应的光谱"从图
!

中可

以看出!两者的近红外光谱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利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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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模式识别算法诊断样本是否缺乏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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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优化及
LG67II

建模

比较图
!

中两类样本的光谱曲线差异可以看出!两条光

谱在不同波数下的差别程度不一致!因此将全光谱进行

:((

建模难以得到最优建模结果"为了提高模型效果并降

低计算量!本工作将全光谱均匀分为若干子区间!分别考察

每个子区间对应模型的识别效果!并选择预测效果最好的模

型作为最优模型"在本试验中!

CK,:((

模型的输入层单元

数是主成分因子数#它的输出层单元数为
"

!即叶片是否缺

磷#选择
0

型函数作为模型的作用函数#训练过程中的学习

因子和动量因子都置为
/'"

!模型中间层单元数通过训练的

结果来优化"

CK,:((

建模计算过程中发现子区间窗口宽度

对模型的识别效果影响较大!需要对其进行优化!结果如图

.

所示"图
.

中
5

轴为光谱子区宽度!其取值范围为(

BB"+.

)

$对应的子区间总数为(

"*!?

)%#

F

轴表示当前子区间总数对

应的最佳
:((

模型识别率"从图
.

可以看出!子区间窗口

宽度为
""?

和
".B

个波数点时!模型识别率均达到
"//j

"

为了使模型尽量简单!选择
""?

作为最佳子区间窗口宽度"

*+

,

%(

!

"

D

?+01@A238@?45?4?1@+9?2AE1@K+:?>

!!

区间宽度为
""?

时$此时全光谱被均匀划分为
#-

个子区

间%!各个子区间对应的
:((

模型训练集识别率如图
?

所

示"图
?

中
5

轴表示子区间数!

F

轴表示
:((

模型识别率!

柱状图底部数值表示
:((

模型的最佳主成分因子数!图中

两条光谱曲线分别为缺磷叶片近红外光谱和正常叶片近红外

光谱"比较图
?

中两条光谱曲线与训练集识别率的关系!可

以发现两条光谱曲线差异大的子区间对应的模型识别率较

高!如前
"#

个子区间对应的识别率基本大于
/'+

!表明这些

区间对应的近红外光谱包含了大量磷元素亏缺信息"从图
?

可以看出!第
*

!

-

!

B

子区间的训练集识别率均为
"

!预测集

识别率分别为
"

!

"

和
/'+*

!最佳主成分因子数分别为
-

!

!

和
*

"由于模型识别率越高!代表建模效果越好#主成分因

子数越小!代表建模所用变量数越少!建立的模型越简单!

本文选择第
-

子区间作为最优子区间!其对应的
CK,:((

模

型为最优诊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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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2=4

,

9+?+49A1?2457II04:2@89:2A:+552A29?

D

A+9=+

D

1@=40

D

4929?51=?4A319:+9?2AE1@3

&%'

!

模型比较

为了客观评价
:((

诊断模型的建模效果!本研究采用

D((

和
:((

方法对全光谱建立了缺素诊断模型!结果如表

"

所示"

:((

全光谱模型预测集识别率为
+?j

!优于
D((

全光谱模型!表明
:((

模式识别方法具有较强的识别能力"

区间
:((

模型同全光谱
D((

模型相比!训练集和预测集

识别率均达到
"//j

!建模所需的波数点大大降低!同时最

优主成分因子数也小于全光谱
:((

模型!表明区间
CK,

:((

能够有效的筛选特征波数点!提高模型识别率!并降

低模型复杂度"

;1<@2$

!

!+3=A+0+91?+9

,

A238@?345:+552A29?04:2@3

模型 波数点
K25

训练集识别率*
j

预测集识别率*
j

全光谱
D(( !""# - +/ B-

全光谱
CK,:(( !""# B +? +!

区间
CK,:(( ""? ! "// "//

!

注'

K25

'最佳主成分因子数

!

!

结束语

!!

水果黄瓜磷元素亏缺初期!叶片表现出的缺素症状同正

常叶片老化初期症状类似!难以用肉眼或者计算机图像处理

技术进行识别"为了对磷元素亏缺初期的植株进行快速诊

断!本研究采集了叶片病症区域的近红外光谱!结合
CK,

:((

算法建立了磷元素亏缺初期的光谱诊断模型"建模时

将全光谱划分为
#-

个子区间!第
-

子区间的前
!

个主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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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应的
CK,:((

模型最优!模型对训练集的正确识别

率为
"//j

!预测集的识别率为
"//j

"研究表明近红外光谱

技术结合
CK,:((

算法能够对磷元素亏缺初期的植株进行

快速诊断"缺磷植株培育实验表明!水果黄瓜植株磷元素亏

缺后期!叶片组织大面积坏死!严重影响植株生长!因此在

磷元素亏缺初级阶段的快速诊断植株营养状况!对及时指导

追肥和挽救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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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对来稿英文摘要的要求

!!

来稿英文摘要不符合下列要求者!本刊要求作者重写!这可能要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

"'

请用符合语法的英文!要求言简意明&确切地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突出创新之处"

#'

应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包括四个要素!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其中后两个要

素最重要"有时一个句子即可包含前两个要素!例如 ,用某种改进的
ĴK,:T0

测量了鱼池水样的痕量铅-"

但有些情况下!英文摘要可包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以及具有情报价值的其他重要信息"在结果

部分最好有定量数据!如检测限&相对标准偏差等#结论部分最好指出方法或结果的优点和意义"

!'

句型力求简单!尽量采用被动式!通常应有
#///

个印刷字符!

!//

个英文单词为宜!不能太短#也

不要太长"用
:.

复印纸单面隔行打印"

.'

摘要不应有引言中出现的内容!换言之!摘要中必须写进的内容应尽量避免在引言中出现"摘要也

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解释和评论!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不用引

文!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缩略语&略称&代号!除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地理

解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例如用括号写出全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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