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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提取水稻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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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广西水稻面积的遥感解译工作!应用
9:;<&

遥感数据和遥感处理软件
=>?@

!利用面向对象的遥

感分类的方法提取早稻种植面积"分类结果表明!利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有效解决逐像素分类结果的#椒盐$

效应!获得比传统的像素级分类方法更高的分类精度!为广西水稻种植面积的自动提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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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估产一直以来是国际研究热点"我国从

*#

年代初开始运用陆地卫星资料进行农作物估产研

究%江南等人在太湖平原以
<E

数据提取水稻种植

面积的试验基础上"采用
<E

与
>;DD

综合利用的

方法"综合了多种信息源"用光谱混合分解模型对混

合像元进行分解"对水稻种植面积信息的提取进行研

究'

$

(

#吴健平等人以航片作为定位资料"利用
>;DD

)

D?FGG

数据在模糊监督分类的基础上估算上海地

区的水稻种植面积'

'

(

#王人潮等分析了水稻产量与

其光谱的关系"建立单产估算模式"并利用
>;DD

资料进行水稻总产估计'

"

(

#

9H27

等利用多时相雷达

卫星来进行水稻长势监测量和估产'

&

(

%目前水稻种

植面积的遥感测算的研究集中在以像素或亚像素为

基本处理单元的数据源的选择*抽样方法的优化*特

征提取*分类器的选择*模型的建立*精度的评价等"

还没有看到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在水稻种植面积提

取中的应用%本文利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提取水稻的

种植面积"扩展水稻种植面积遥感监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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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

面向对象分类技术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的分

类方法"与传统的像素分类方法相比最大的不同是&

面向对象分类方法不是基于单个的像素"而是基于

影像对象%该方法首先将影像分割成对象特征"然

后在对象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目前对面向对象

的研究主要在多尺度分割上"分割是对象特征分类

的基础%面向对象引入模糊理论并取得很好的分类

效果与知识规则结合进行辅助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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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文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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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采用分割后的影像对象特征按照
A

近邻法进行监督分类"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很好的

应用于早稻面积的提取%此分类方法主要分为发现

对象与特征提取%具体的工作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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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对象

发现对象包括&影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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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分割

影像分割是基于图像边缘的图像分割%通过不

同尺度上边界的差异控制"从而产生从细到粗的多

尺度分割%选择高尺度影像分割将会分出很少的图

斑"选择一个低尺度影像分割将会分割出更多的图

斑!如图
'

和图
"

$"所以合适的分割尺度确保分类

结果更加准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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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合并

如果选择了低尺度的影像分割"通过图斑合并把

小斑块合并至邻近大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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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
G7LC3,73

"

G/PPC3

4

和
K0C,

.

研究的
Q-MMR28LP2J96H/P-M/

算法"

该方法在结合光谱和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迭代合并邻

近的小斑块%如果该算法发现一对邻近的斑块
!

和

"

进行合并"当合并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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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一个设定的阈值

时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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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值的欧氏距

离#

R/3

4

1H

!

!

!

&

!

"

&

"

$$为
&

!

和
&

"

共同边界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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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提纯

图斑提纯法是基于亮度值的栅格运算"用于把第

一波段均值到一组邻近斑块%对于具有高对比度背景

的要素非常有效!例如"明亮的飞机对黑暗的停机坪$%

'5$5&

运算属性

特征提取!

Q/21-0/=S10261C73

$是基于对象的

方法分类而不是基于像素的分类%这种基于对象的

分类方法是通过各种空间*光谱*纹理属性进行描

述%空间属性包含面积*长度*紧凑度*坚固度*圆*

板型*伸长率等%空间属性运算是在平滑的几何形

状的基础上"而不是原来的几何形状"以确保不同目

标分类的形状测量的弱敏感性%光谱属性包含原始

影像每个波段的像素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

准差%纹理属性通过内核的设定来运算%内核是用

来限制一个子像素集操作的像素组"一般通过一个

区域内像素的平均值*方差或熵运算得到%运算属

性还包含色调"饱和度和强度!

F@9

$的属性和多光

谱图像两个波段的归一波段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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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包括&监督分类和规则分类%

'5'5$

监督分类

监督分类是利用训练数据!已知样本$把未知对

象归类到一个或多个已知要素%已知分类样本越

多"分类结果越好%监督分类的方法包括&

A

近邻

法!

A>/20/,1>/C

4

HL70

$和支持向量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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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E26H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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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近邻法把目标
>

维空

间的欧式距离考虑到训练区要素中"并且通过分类

中目标属性的数量确定
>

值%该方法把
A

最近距

离设置为目标分类归属的主导因素"相对传统的最

邻近方法"

A

近邻法产生更小的敏感异常和噪声数

据集"从而得到更准确地分类结果%

A

参数的选择

取决于数据集和训练数据的选择%

A

参数取值越

大越减少噪声的影响和异常"但是也可能导致不准

确的分类%支持向量机是一种来自统计学习理论的

分类系统%

'5'5'

规则分类

规则分类是基于目标属性建立要素分类规则的

方法%规则的建立主要基于人类对具体特征类型的

知识和推理%以规则为基础的分类是一个功能强大

的工具"特征提取有优于监督分类的许多功能类型%

但是实际操作中"参数设置过于复杂"实际分类结果

不如监督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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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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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位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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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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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东经
$#(T"'U

#

$$#T!'U

*

北纬
'#T"*U

#

'"T#+U

%现辖玉州区*福绵管理区*北

流市*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和兴业县"总面积

$'*"*V8

'

%选取该区
'##*

年
!

月
$%

日的
9:;<&

遥感影像为研究数据"研究影像大小为
"*%$W"%$'

个像素"其内有建筑物*道路*河流*水稻及其他植被

等!如图
&

$%

图
&

!

9:;<&

的假彩色波段合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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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分类过程

面向对象分类过程方法中"分类结果的精度依

赖于初期的分割结果的质量"因此选择经分割尺度

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广西地形要素对水稻分布的

影响"经过多次试验比较"采用尺度参数为
%

进行影

像分割"此尺度能够较好地分离明显点噪声"同时使

水稻分割误差较小"具有较好的分割尺度就不用进

行图斑合并处理%由于研究区域内种有水稻*玉米*

甘蔗*木薯等作物"植被种类多"分布比较复杂"难以

根据亮度提取出水稻"所以不做影像提纯处理"运算

属性选择空间*光谱*纹理%色彩空间属性选择
&

*

"

*

'

波段!假彩色$参与运算"波段比率中红色波段

设置为
X$

"近红外波段设置为
X'

"即波段比率属性

是衡量标准化差异的植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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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解译之前"到广西玉林市采集了大量的

水稻样本点"所以在特征提取中选择监督分类%本

文主要是进行早稻面积提取的方法研究"则分为水

稻和非水稻两种地物类型%光谱属性选择
&

*

"

*

'

波

段的平均值"空间属性选择面积*长度*紧凑度*坚固

度*圆*板型*伸长率%分类算法采用
A

近邻法"经

过多次试验对比"

A

参数采用
+

%根据上述方法和

参数设置进行分类%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为
'#8

"输

出分类结果不做平滑处理"以保证水稻面积提取的

精度"分类结果如图
!

%

图
!

!

分类结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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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精度评价

对研究区分别进行面向对象分类和传统的像素级

监督分类"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结果如图
!

"可以看出面

向对象
A

近邻法能够很好的提取出水稻信息"避免了

,同谱异物-和混分现象%而基于像元的最邻近分类

结果中"明显的存在水稻和水草等混分现象"而且,椒

盐-现象很严重%影像解译工作后和广西农业区划办

的同志一起去玉林市对分类结果均匀采样验证%研

究区内共获得
('

个水稻图斑"最小的
&##8

'

"最大的

$'!'##8

'

"总体分类精度达到
(!5&Z

%分类评价结

果如表
$

%

表
$

!

分类评价结果

单位&像元数"

Z

区分 方法 水稻 非水稻 总和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水稻
面向对象分类

'$" $! ''* (%5"*Z ("5&'Z

传统像素分类
$+' *" '!! ++5*'Z %+5&!Z

非水稻
面向对象分类

* '%& '+' (&5%'Z (+5#%Z

传统像素分类
&( $(% '&! +#5'!Z *#5##Z

总和
''$ '+( !##

总体精度
面向对象分类

(!5&Z

传统像素分类
+"5%Z

A2

..

2

系数
面向对象分类

*(5!+

传统像素分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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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比较分析

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有效地克服了,椒盐-现象"

同时由于对象内部相对均一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同物异谱-和,同谱异物-现象"使得分类的精度有了

较大的提高%对分类结果进行叠加分析"两者分类结

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如下&

!

$

$面向对象的分类取得了较高的分类精度"但获

取的水稻种植面积比实际的水稻种植面积稍大%主要

误差来源是由于图像部分区域存在过分割现象而将田

间的部分道路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等包含到水稻田中%

!

'

$基于传统像素的分类精度相对较低%广西

水稻主要分布在丘陵交界地带"地貌和环境的影响

及混合像元的现象比较严重"水稻地类细分造成各

类之间的光谱混淆"较大样本的选择数量又造成水

稻与其他地类的混淆"传统的基于像素的分类方法

很难克服上述现象%面向对象的方法由于对象与光

谱特征相关的属性是对象所包含像素的均质"能更

好的提取水稻面积%

!

"

$两种分类方法提取早稻种植面积有较大的

差异"但提取的水稻的空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

!

结束语

准确*有效的水稻种植面积提取方法"是水稻面

积遥感估算的关键技术之一%跟传统像元的面积提

取方法相比"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可以充分考虑地物

本身的信息"包括光谱信息*形状信息*纹理信息*结

构信息等"影像分割后形成若干个互不交叠的非空

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内部都是连通的并且具有相

同或者相似的特性"从而有效的减少了,椒盐效应-%

分类后对影像数据的样本再选择*删除再分类使操

作者随时选择利用样本"使数据处理方便快捷"手工

操作使得只要能够被分割出的对象都可以根据实际

类别被赋到对应类上"产生与人类思维更加接近的

分类结果%随着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应用于农作物估

产研究"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可以进一步提高水稻面

积提取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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