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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观地认识干旱的非线性特征是干旱影响评估的关键，对制定抗旱减灾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陕西省

关中平原为研究区域，以核函数方法为非线性算法，基于核主成分分析方法（ＫＰＣＡ），将遥感反演的条件植被温度
指数（ＶＴＣＩ）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下对其进行特征提取，并结合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构建主成分间的联合分布模型，确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冬小麦主要生育期的综合ＶＴＣＩ；构建综合ＶＴＣＩ与冬小麦单产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评估干旱对冬小
麦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的主成分分析方法（ＰＣＡ），ＫＰＣＡ能有效地提取干旱的非线性特征，且降维
效果更好。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构建的回归模型相比，应用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所建综合ＶＴＣＩ与单产间的回归模
型的拟合度明显提高，决定系数达到 ０６０８（ｐ＜０００１），对应模型的估测单产与实测单产之间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为２９８１ｋｇ／ｈｍ２，相比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降低了６０１ｋｇ／ｈｍ２，且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获取的综合 ＶＴＣＩ更
符合关中平原实际的干旱特征。这表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能够较好地体现干旱的非线性特征，更加适用于干旱
影响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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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灾害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存在着多因子、多

系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干旱的非线性特征是其

复杂性的集中体现［１］，客观地认识干旱的非线性特

征是准确地评估干旱对农作物产量影响的关键。核

函数方法是一种有效地设计非线性算法的数学手

段，其主要思想是通过一个特征映射将输入空间

（低维）中的线性不可分数据映射为高维特征空间

中的线性可分数据，进而在特征空间进行对应的线

性操作［２－３］。由于运用非线性映射，高维空间的内

积运算往往非常复杂，而通过引入由特征空间内积

确定的核函数，从而无须直接在高维空间中进行复

杂的计算，极大地降低了问题的计算复杂度［４］，并

增强了对非线性数据处理的能力。目前，已经提出

了大量基于核的特征抽取算法，其应用领域包括模

式识别、图像视觉、基于内容的检索及文本分类

等［５－７］，其 中 核 主 成 分 分 析 （Ｋｅｒｎ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ＫＰＣＡ）是常用的基于核的非线
性特征抽取技术之一［８］。

ＫＰＣＡ 作 为 传 统 主 成 分 分 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方法的改进算法，是核方
法与ＰＣＡ相结合的一种降维方法，它通过核函数将
原始数据隐式地映射到一个高维的特征空间，在保

留数据主要信息的前提下，提取数据中的非线性特

征信息，去除数据间的相关性，能够弥补 ＰＣＡ难以
提取数据集间非线性特征的不足，已成为解决复杂

非线性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９－１０］。ＨＵＡＮＧ等［１１］

利用ＫＰＣＡ具有分析非线性相关变量的特点，将其
与支持向量数据描述方法相结合，达到故障诊断的

目的。彭令等［１２］基于核主成分分析法对滑坡位移

影响因子进行特征提取，以获得的主成分作为特征

向量，进而对滑坡相对位移进行预测。ＰＡＮ等［１３］利

用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集，将其

与基于ＫＰＣＡ确定的观测数据的特征矩阵进行对
比，从而实现卫星电源系统的异常检测。

在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和地表温度（ＬＳＴ）
的散点图呈三角形区域分布的基础上，王鹏新

等［１４－１５］提出条件植被温度指数（ＶＴＣＩ）的干旱监测

方法，并成功应用于干旱的实时监测、预测和影响评

估等研究［１６－１７］。而以往的干旱影响评估由于较少

考虑干旱的非线性特征，因而影响了干旱影响评估

的精度，且研究已经证明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对基于 ＶＴＣＩ
的干旱影响评估研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１８］。鉴于

此，本文以陕西省关中平原冬小麦为研究对象，以

ＫＰＣＡ为非线性特征提取方法，获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冬小麦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主成分因子，并通过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确定冬小麦主要生育期的综合 ＶＴＣＩ
值，以期获取更适用于评估复杂、非线性的干旱对冬

小麦产量影响研究的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的渭河流域，其行政

区域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５个省辖市和
杨凌示范区，覆盖范围为东经１０６°２２′～１１０°２４′，北
纬３３°５７′～３５°３９′。该区土壤肥沃，有泾河、渭河等
河流提供水源，十分适宜耕作，是陕西省的农业基

地，作物种植模式主要为冬小麦与夏玉米轮作。冬

小麦播种时间一般为１０月上、中旬，播种后５～６ｄ
出苗，根据关中平原冬小麦的实际生长状况，将其主

要生育期划分为：返青期（３月上旬—３月中旬）、拔
节期（３月下旬—４月中旬）、抽穗—灌浆期（４月下
旬—５月上旬）和乳熟期（５月中旬—５月下旬）［１７］。
１２　试验数据

ＶＴＣＩ是基于遥感反演的 ＮＤＶＩ和 ＬＳＴ特征空
间呈三角形区域分布的特点提出的，主要用于监测

旱情。基于Ａｕｑａ ＭＯＤＩＳ数据产品（ＭＹＤ０９ＧＡ和
ＭＹＤ１１Ａ１），应用最大值合成技术分别生成旬 ＮＤＶＩ
和ＬＳＴ最大值合成产品，并以此计算 ＶＴＣＩ［１４，１９］，生
成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每年３—５月份以旬为单位的关中
平原４市（渭南、西安、咸阳和宝鸡）的 ＶＴＣＩ数据。
依据关中平原的行政边界图及冬小麦的实际生长状

况，取各市区内所包含像素的 ＶＴＣＩ平均值作为该
区域该年该旬的 ＶＴＣＩ值，再根据生育期包含的多
旬ＶＴＣＩ的平均值作为该年该生育期的ＶＴＣＩ值。
１３　ＫＰＣＡ的基本原理

基于核函数的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线性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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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量机等有关理论来实现非线性空间的降维，

通过某种选定的非线性映射将输入矢量 Ｘ映射到
一个高维线性特征空间中，然后在特征空间中使用

ＰＣＡ方法计算得到的线性主成分实质上就是原始
输入空间的非线性主元［２０］，不仅能够实现数据降

维，而且可以有效地处理各指标的非线性影响。

通过引入非线性映射函数 Φ，使输入空间的
ＶＴＣＩ数据ｘ１，ｘ２，…，ｘｐ变换为特征空间中的样本点

Φ（ｘ１），Φ（ｘ２），…，Φ（ｘｐ），并假设∑
ｐ

ｊ＝１
Φ（ｘｊ）＝０，则

在特征空间中的协方差矩阵为

Ｃ＝１ｐ∑
ｐ

ｊ＝１
Φ（ｘｊ）Φ（ｘｊ）

Ｔ （１）

对于一般ＰＣＡ方法，即通过求特征方程 λ′ν′＝
１
ｐ∑

ｐ

ｊ＝１
ｘｊｘ

Ｔ
ｊν′，获得特征值λ′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ν′，

而ＫＰＣＡ是求解方程λＶ＝ＣＶ在特征空间中的特征
值λ及对应的特征向量Ｖ，进而有
λ（Φ（ｘｉ）Ｖ）＝Φ（ｘｉ）ＣＶ　（ｉ＝１，２，…，ｐ） （２）
由于Ｖ是Φ（ｘｊ）的线性组合，必定存在一组 ａｊ

使得Ｖ＝∑
ｐ

ｊ＝１
ａｊΦ（ｘｊ）成立，将其代入式（２）可得

λ∑
ｐ

ｊ＝１
ａｊ（Φ（ｘｊ）

ＴΦ（ｘｉ））＝

１
ｐ∑

ｐ

ｊ＝１
ａｊ∑

ｐ

ｉ＝１
（Φ（ｘｉ）

ＴΦ（ｘｊ））（Φ（ｘｊ）
ＴΦ（ｘｉ））

（３）
定义ｐ×ｐ矩阵Ｋ，即核函数为

Ｋｉｊ＝Φ（ｘｉ）
ＴΦ（ｘｊ）＝ｋ（ｘｉ，ｘｊ） （４）

将式（４）代入式（３），可得ｐλＫａ＝Ｋ２ａ，即
ηａ＝Ｋａ （５）

式中　η———矩阵Ｋ对应的特征值
ａ———特征值η对应的特征向量

由式（５）可以看出，高维空间的内积运算可以
转化为核函数，而无须直接在高维空间中进行复杂

的计算。

为了提取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主成分，需要计
算其对应的映射数据Φ（ｘ）在特征空间中的特征向
量Ｖｋ上的投影

ｙｋ＝Ｖ
ｋΦ（ｘ）＝∑

ｐ

ｉ＝１
ａｋ，ｉ（Φ（ｘｉ）Φ（ｘ））＝

∑
ｐ

ｉ＝１
ａｋ，ｉＫ（ｘｉ，ｘ） （６）

式中　Ｖｋ———Ｖ中的第ｋ个特征向量
ａｋ，ｉ———矩阵 Ｋ的第 ｋ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

向量ａｋ的第ｉ个系数
由于上述推导均是在假定映射数据的均值为零

的前提下进行的，如这一假设条件难以成立，此时式

中的Ｋ用Ｋ′代替，即
Ｋ′＝Ｋ－ＩｐＫ－ＫＩｐ＋ＩｐＫＩｐ （７）

式中　Ｉｐ———ｐ×ｐ的矩阵，且满足Ｉｐ＝（１／ｐ）ｐ×ｐ
１４　基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联合分布模型

由于核函数的形式和参数的变化会隐式地改变

从输入空间到特征空间的映射，从而对特征空间的

性质产生影响，最终改变各种核函数方法的性能，因

而需要选取适当的核函数，求出矩阵 Ｋ，基于此，通
过式（６）获取关中平原冬小麦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
主成分因子，进而基于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构建各主成分因
子的联合分布。

１４１　核函数的选择
核函数是满足Ｍｅｒｃｅｒ条件的任意对称函数，只

要选定核函数，就意味着选定某种映射。常用的核

函数有径向基（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ＢＦ）核函数、
多项式核函数、感知器核函数等，本研究选择运用最

广泛的ＲＢＦ，无论低维、高维、小样本、大样本等情
况，ＲＢＦ核函数均适用［２１－２２］，其表达式为

ｋ（ｘｉ，ｘｊ） (＝ｅｘｐ
－‖ｘｉ－ｘｊ‖

２

２θ )２ （８）

式中　θ———高斯径向基函数的宽度参数，控制函数
的径向作用范围

‖·‖———２范数
基于ＲＢＦ核函数，通过比较不同核参数值（即

θ的取值）对应各主成分的贡献率，选择能用较少的
主成分概括数据本身信息所对应的参数值，从而确

定参数，获取主要生育期ＶＴＣＩ的主成分因子。
１４２　边缘分布函数的优选

目前常用的几种分布线型有皮尔逊ＩＩＩ型分布、
指数分布、正态分布、Ｇａｍｍａ分布、广义极值分布
等，其中，依据广义极值分布的形状参数将其分为

Ｇｕｍｂｅｌ、Ｆｒｅｃｈｅｔ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３种极值分布［２３］。对于

各主成分的边缘分布函数的选择，首先通过极大似

然法估计边缘分布的参数，然后通过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Ｋ Ｓ）方法检验边缘分布函数拟合效果，
最后通过比较理论频率与经验频率之间的均方根误

差（ＲＭＳＥ）以及信息准则值 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优选边缘分布函数。边缘分布优选的原则
是ＲＭＳＥ及ＡＩＣ越小拟合效果越好［１８］，基于此，优

选出各主成分对应的边缘分布。

１４３　干旱影响评估模型的构建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可以通过边缘分布和相关性结构两

部分来构造联合分布。ＫＰＣＡ降维方法获取的主成
分因子间相互独立，基于各主成分优选的边缘分布

函数，采用独立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构建各主成分因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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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分布，获取综合ＶＴＣＩ值（ＣＶＴＣＩ）
ＣＶＴＣＩ＝Ｃ（ｕ１，ｕ２，…，ｕｍ）＝ｕ１ｕ２…ｕｍ （９）

式中　ｍ———选择的主成分个数
ｕｍ———第ｍ个主成分因子优选的边缘分布

函数

基于确定的综合 ＶＴＣＩ值，建立其与冬小麦单
产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评估干旱对冬小麦

产量的影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生育期ＶＴＣＩ的ＫＰＣＡ分析
核函数存在未知参数，不同的核参数值会得到

不同的核矩阵，对 ＫＰＣＡ方法的效果有较大影响。
本研究采用的ＲＢＦ核函数存在一个参数 θ，参数值
的选择原则是尽量使用较少的主成分来概括数据本

身信息，从而使降维效果更明显。基于ＲＢＦ核函数
的不同参数值 θ，获取对应的各主成分贡献率
（图１）。结果表明，随着 θ值的增大，第１主成分的
贡献率明显增大，同时前３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也不断增大，当参数值大于 ５时，这种变化不再明
显，各主成分贡献率趋于稳定。将 ＫＰＣＡ核参数值
为５的累计贡献率与ＰＣＡ方法的结果对比，可以看
出，ＫＰＣＡ的第１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７８０２％，且
前２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９７５４％；而采用
ＰＣＡ获取的前 ３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２０２％、２１１１％、１４５０％，累 计 贡 献 率 为

９７６３％，意味着经过ＫＰＣＡ获取的前２个主成分涵
盖的信息相当于ＰＣＡ获取的前３个主成分的结果。
可见，只要选择合适的核参数，就能使ＫＰＣＡ方法较
ＰＣＡ方法用更少的主成分来表达原始数据信息，降
维效果有所提高。因此，本研究选择核函数参数值

为５对应的前２个主成分因子构建干旱影响评估模
型。

２２　干旱影响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２２１　边缘分布函数的确定

基于目前常用的分布线型，选取正态分布、对数

分布和广义极值分布分别拟合基于ＫＰＣＡ获取的关
中平原冬小麦４个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前２个主成分因
子值，利用Ｋ Ｓ检验对各主成分因子的边缘分布
函数进行拟合优度评价。结果表明，前２个主成分
的广义极值分布和正态分布均能通过 Ｋ Ｓ检验，
其中，第１主成分属于广义极值分布中的Ｆｒｅｃｈｅｔ分
布，第２主成分属于广义极值分布中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
布。基于正态分布及对应的极值分布类型，结合

ＲＭＳＥ及ＡＩＣ越小拟合效果越好的优选原则，进一步
获取各边缘分布对应的ＲＭＳＥ和ＡＩＣ（表１），可以看

图１　基于不同参数值的ＫＰＣＡ与ＰＣＡ方法的各主成分
累计贡献率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ＰＣＡａｎｄＰ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
　
出，第１主成分优选 Ｆｒｅｃｈｅｔ分布；第２主成分优选
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尽管２个主成分的边缘分布各异，但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不限制单变量边缘分布的形式，能够灵
活地用于构建２个主成分间的联合分布。

表１　冬小麦主要生育期ＶＴＣＩ主成分因子的分布
线型拟合效果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ＶＴＣＩａｔｍ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

第１主成分 第２主成分

边缘分布 ＲＭＳＥ ＡＩＣ 边缘分布 ＲＭＳＥ ＡＩＣ

正态分布 ００７ －２１７４ 正态分布 ００９ －１９３４

Ｆｒｅｃｈｅｔ ００３ －３１３０ Ｗｅｉｂｕｌｌ ００６ －２５３５

２２２　综合ＶＴＣＩ与单产间线性回归模型的对比
基于ＫＰＣＡ的冬小麦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２个

主成分的优选边缘分布，结合 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建立各主
成分间的联合分布，获取综合 ＶＴＣＩ，并建立其与冬
小麦单产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表２）。可以看
出，综合 ＶＴＣＩ与冬小麦单产间的相关性达极显著
水平（ｐ＜０００１），且基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确定
的综合 ＶＴＣＩ与单产间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０６０８）明显高于采用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确定的回
归模型的决定系数（Ｒ２＝０４９０），模型拟合度较高，将
该回归模型作为冬小麦单产的估测模型，对应的估测

单产与实测单产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２９８１ｋｇ／ｈｍ２，
相比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降低了６０１ｋｇ／ｈｍ２；平
均相对误差为５４２％，较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降低了
１０２％，表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确定的模型估测
精度较高，将其进一步用于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４个
市估测单产与实际单产间的均方根误差（图２），可
见，基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各市的均方根误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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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４２０ｋｇ／ｈｍ２，且除宝鸡市外，其余各市的均方根
误差较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均减小，表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可更好地用于开展关中平原干旱对冬小
麦生产及其产量的影响评估研究，这从另一角度说

明了ＫＰＣＡ对ＰＣＡ方法的改进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表２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确定的综合
ＶＴＣＩ与单产之间回归模型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ＴＣ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ａｎｄ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回归模型 决定系数Ｒ２显著性ｐ值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 ｙ＝１７９６３ｘ＋３７４６１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１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 ｙ＝３０６５９ｘ＋３９６００ ０４９０ ＜００１

　　注：ｘ表示综合ＶＴＣＩ值；ｙ表示单产，ｋｇ／ｈｍ２。

图２　基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和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估产结果的
精度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ｙｉｅｌｄ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ａｎｄ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２３　综合ＶＴＣＩ的干旱特征分析

将基于 ＫＰＣＡ降维获取的综合 ＶＴＣＩ与采用
ＰＣＡ降维获取的综合 ＶＴＣＩ进行比较（图３），可以
看出，基于ＫＰＣＡ方法降维的计算结果与 ＰＣＡ方法
的结果分布趋势大体一致，宝鸡市、西安市和咸阳市

２种方法的综合 ＶＴＣＩ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应的时
间基本一致，即综合ＶＴＣＩ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最大，而
在２０１３年综合ＶＴＣＩ最小。结合陕西省历年气候条
件和小麦单产统计资料，２０１０年气象条件属冬小麦
适宜年份，产量为丰产年份；２０１３年的干旱程度严
重，不利于冬小麦生长，对应的单产均低于其他各

年，进一步表明基于 ＫＰＣＡ与 ＰＣＡ２种降维方法获
取的综合 ＶＴＣＩ与该 ３市区的实际干旱特征均较
相符。

对于渭南市２种方法确定的综合 ＶＴＣＩ峰值对
应的时间存在差异，即基于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综合
ＶＴＣＩ峰值出现在２０１１年，而基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
峰值对应 ２０１０年，结合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关中平原各市冬小麦的单产数据，渭
南市２０１０年的单产最高，干旱程度较低，意味着该

市的综合 ＶＴＣＩ应在 ２０１０年达到峰值，表明基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获取的综合ＶＴＣＩ在关中平原整体及
局部均更符合研究区域的实际干旱特征，也验证了

ＫＰＣＡ方法的干旱影响评估结果较 ＰＣＡ方法更准
确。

图３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和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２种方法确定的
关中平原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冬小麦综合ＶＴＣＩ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ＶＴＣＩｓｏｆ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ｉｎ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ｌａ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ａｎｄ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讨论

采用ＫＰＣＡ方法对冬小麦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数
据进行降维处理，获取主成分因子，应用 Ｃｏｐｕｌａ函
数确定的综合 ＶＴＣＩ较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更符合
研究区域的干旱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两者对数据的

降维处理方式不同，ＰＣＡ的本质是通过线性变换将
高维数据向低维空间投影进行降维，且得到的各个

主成分反映的只是数据集中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

性，而许多数据集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往往是非线

性的，如果采用ＰＣＡ降维可能会造成数据中的非线
性高维特征信息的丢失。而 ＫＰＣＡ是在 ＰＣＡ基础
上，对 ＰＣＡ进行改进以处理非线性问题，即通过引
入核函数将数据非线性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使得

数据在高维特征空间中线性可分，再进行主成分分

析，且ＫＰＣＡ方法只需计算用作内积的核函数，无需
知道非线性映射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无需计算非线

性变换，能够克服一般映射方法中非线性函数结构

及其参数值的确定以及特征空间维数的限制，不仅

能实现数据降维，而且能用核方法有效地处理各生

育期ＶＴＣＩ的非线性影响，克服 ＰＣＡ方法难以反映
数据中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计算结果更客观，且

更符合干旱的非线性本质。

采用ＫＰＣＡ方法对ＶＴＣＩ数据进行降维处理，结
果表明，第１个主成分的贡献率接近８０％，意味着
该主成分能够表达大部分原始变量信息，且前２个
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高达９８％，相当于ＰＣＡ获取的
前３个主成分表达的信息量，与ＰＣＡ相比，ＫＰＣ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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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抽取非线性特征，而且具有更优的识别性能，

降维效果更佳。通过优选各主成分因子的边缘分

布，进而利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对于互相独立的变量无需
求解参数的优越性，构建综合 ＶＴＣＩ与单产之间的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较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能够更好地评估关中平原干旱对冬小麦
生产及其产量的影响。

４　结论

（１）采用ＫＰＣＡ方法获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关中平
原４市主要生育期 ＶＴＣＩ的主成分因子，并将其与
ＰＣＡ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ＫＰＣＡ能更有
效地处理干旱的非线性特征，其对应的第１个主成
分的贡献率明显高于 ＰＣＡ，且前２个主成分的累计
贡献率相当于ＰＣＡ方法对应的前３个主成分，相比

于ＰＣＡ需要提取前３个主成分构建干旱影响评估
模型，ＫＰＣＡ仅需选择前 ２个主成分，降维效果更
佳。

（２）基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获取的综合 ＶＴＣＩ，建
立其与冬小麦单产之间的回归模型，并将回归结果

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采用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确定的综合ＶＴＣＩ与单产之间回
归模型的决定系数达到０６０８，较 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
结果提高了０１１８，且对应模型的估测单产与实测
单产间的均方根误差与平均相对误差均低于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的结果，精度较高，说明 ＫＰＣＡ Ｃｏｐｕｌａ方法
能够更好地基于干旱的非线性特征评估其对冬小麦

产量的影响，且该方法确定的综合 ＶＴＣＩ更符合关
中平原实际的干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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