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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ＰｒｏＦＲ２５００便携式光谱仪，在甘肃典型区域，测定了一些特色农作物和典型植
被的反射光谱。利用计算机编程技术，建立了西北地区典型地物光谱数据库。文章主要介绍了光谱

数据的采集，数据库系统的建立过程以及数据库的应用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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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高光谱遥感技术的发展和观测数据的不断

增加，数据库建设就成了组织地物波谱数据的必然

选择。它不仅可以提高遥感信息的分析处理水平，

还可为地物分类、植物生理生化组分分析和反演提

供重要依据。目前在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些不同类型

的光谱数据库。如最早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科学
院安徽光机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物波谱

特性数据库”［１］；南京大学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所面向高光谱遥感技术发展和定量化应用的需要，

建立了“高光谱遥感应用波谱数据库系统”［２］。进

入２１世纪，一系列光谱数据库应运而生，如北京师
范大学建立了“中国典型地物（农作物、岩矿和水

体）标准波谱数据库”［３］和“面向作物病虫害识别的

高光谱波谱库”［４］；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建

立了“长春净月潭地区大宗农作物的波谱数据

库”［５］；新疆农业大学建立了“新疆盐渍土壤和盐生

植被高光谱遥感数据库”［６］；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建立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光谱数据库”［７］。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光谱数据库是我国目前比较

有代表性的数据库，在高光谱的应用和研究中均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西北地区而言，一个相对

比较全面的典型植被和农作物的光谱数据库目前还

是没有建立。为了对这方面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

在对甘肃不同植被类型和农作物光谱进行野外测量

和室内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地物光谱现

状和发展趋势，利用计算机编程技术，开发了数据

库应用程序，建立了一个具有数据传输、处理、检索、

存储、查询、统计以及维护等基本功能的西北地区典

型地物（植被、农作物）光谱数据库。此数据库的建

立，可以为遥感研究人员准确快速地提供数据服务，

为遥感数据的定量分析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促

进遥感技术在我国精细化农业中的应用，从而更好

的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服务。

１　数据的采集及预处理

１．１　观测仪器
光谱测量采用美国 ＡＳ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公司的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ＰｒｏＦＲ２５００便携式光谱
仪，波段值范围为 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最快采集速度
为１００ｍｓ，其中，３５０～１０００ｎｍ光谱采样间隔为
１．４ｎｍ，光谱分辨率为３ｎｍ，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ｎｍ光
谱采样间隔为 ２ｎｍ，光谱分辨率为 １０ｎｍ。采用
ＡＳＤ光谱仪标准配置５°和２５°视场角。波长精度
为 ±１ｎ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８（３）：３６３－３６６ ３６３



１．２　采集地点和采集地物
数据采集地点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甘肃地域

狭长，面积广大，植被种类和农作物类型丰富，且具

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为高光谱遥感的研究和应用提

供了很好的场所。观测地物主要包括西部、中部和

东部地区的一些特色植被和农作物，观测时间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观测地点分布和所采集地物如图１
所示。

图１　观测地点和观测地物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１．３　观测方法和数据的预处理
观测试验选择在晴朗无风或少风的天气中进

行，时间控制在１０：００～１４：００之间。测量时仪器探
头垂直向下。冠层光谱测量选用２５°视场角，与待
测目标保持１００ｃｍ左右的距离，叶片光谱测量选用
５°视场角，与待测目标保持约３～５ｃｍ左右的距离。

为减小随机误差影响，对每一目标的光谱测量记录

数为１０次，取均值作为该目标的反射光谱。大气
变化也会对测量产生影响，因此，目标物与参考白

板的测量交替进行，每测量目标３次就重新获取白
板光谱。对采集的数据采用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ＰｒｏＦＲ２５００
光谱仪自带软件 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Ｐｒｏ进行分析处理，把数
据分别转化文本格式和图片格式（ＪＰＧ）并输出，存
放在指定的文件夹中。

２　数据库系统的建立

２．１　数据的分类生成、添加和显示
２．１．１　数据分类生成

数据分类采用数据库类别自动分类，具有添加、

管理、删除、合并等功能，并可随时对某分类下的文

件进行移动主类别，合并主类别操作。

２．１．２　数据添加
数据添加采用组件方式，由于数据文本过大，

无法直接存入数据库，所以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

处理，将一些冗余信息去掉，保留有用数据，具体

方法是数据存储方式为数据表记录方式，将原有

ｄａｔ文件中 １、２列无用信息去掉，大小变为 ４０ｋ，
将此大小数据存储在表 ａｒｔｉ．．中的字段 ｄｗｄａｔａ中，
每组坐标２个数据中间用“，”号将其隔开，每对坐
标数据之间是以换行符作为分隔（图 ２），这样可
以方便的在如 ｅｘｃｅｌ的表中调用，其它字段为相关
信息，一共 １８个字段，数据库中其它 ６个表为系
统表。

图２　数据处理和添加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２．１．３　数据显示
显示程序采用段函数方式、系统组件与 ｗｅｂ页

面数据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方便地设置各种需

要在图中显示的参量，并且可以设置生成临时曲线

图片的格式大小坐标显示方式，可最大幅度显示曲

线图及坐标参数，此程序还可选择多种图显方式，还

有按时间三维显示数据接口，类似于小波窗口，此曲

线图利用我们绘图程序，动态生成各种格式的图像，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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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作多种格式数据分析。

数据前台显示主要在同一 ｗｅｂ页面中将数据
文本和生成的曲线同步显示出来，左边为曲线图，右

边为同步数据。可以利用数据点来勘察数据曲线图

具体数值，而且本曲线图可无限放大，直接可用于下

载分析数据。

２．２　数据库的用户界面（前台）设计
用户界面（前台）是一个数据库最重要的部

分，它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

媒介，它直接面对的是使用者。因此，一个数据

库的用户界面首先要美观，给用户以视觉上的享

受，其次界面信息要简洁大方，不能烦琐，操作起

来简便快捷。“西北地区典型地物光谱数据”的

界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数据库标题
区———“西北地区典型地物光谱数据”；②数据库
的板块和功能划分区，主要包括典型地物波谱数

据库、先验知识库（波谱测量仪器、波谱测量方

法、波谱分析处理方法、波谱应用）和其它板块

（共享论坛、用户留言）３大部分；③光谱数据显
示区，主要包括地物名称和光谱曲线图和相应照

片等各种信息。

２．３　数据下载
数据下载主要提供单个数据下载，格式为 ｘｌｓ，

这样便于进行二次分析和数值计算。数据下载还提

供了一些附加信息，包括光谱观测时间、观测角度、

观测高度、经纬度、海拔、生育期、植被所属种类以及

被测地物的照片等。

２．４　数据库后台管理
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不仅包括“前台”

部分，还应包括“后台管理”部分。后台管理主要面

向专门编辑人员和系统管理者，是数据库系统进行

数据适时更新和维护的关键，系统管理者主要通过

它来对系统数据进行添加、修改和删除等维护操

作［８］。该数据库系统后台管理主要包括数据添加、

修改数据、批量移动数据、增加分类和权限管理４部
分构成（图３）。

图３　数据库后台管理
Ｆｉｇ．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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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光谱数据库的应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本数据库主要是依托甘肃省退牧还草科技支撑

项目“甘肃省退牧还草效益遥感监测研究”建立起

来的，并通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黄土高原陆面过

程观测试验研究”进行了数据扩充。该光谱库为遥

感工作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数据，利用本数据

库，用户不仅可以认识和识别不同的地物、提取地表

信息和光谱数据，形象直观地查看地物的光谱曲线，

还可以通过光谱反射特征分析，进行农作物和天然

牧草的长势监测、遥感分类、产量估算以及生理参数

反演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由于“西北地区典型地物光谱数据库”建立的

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该数据库还存在一些亟待完

善的地方。首先数据库一些功能还没有真正开发利

用起来，如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其次是数据库中

的不同植被类型的数据量相对还比较少，尤其是缺

乏一些连续性和系列性的资料。此外，在该数据库

中，虽然其它一些地物类型（如土壤等）的平台已经

搭建起来，但其中还没有数据，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

后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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