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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基于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有效观测的高分１号（ＧＦ１）卫星影像和湖面原位观测的叶绿素ａ浓度数据，利用随机森林

算法定量评价特征变量重要性的功能，选择有效特征波段组合，建立了基于原位自动监测数据的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的遥感反

演模型。结果表明：绿光波段（０．５２～０．５９μｍ）和红光波段（０．６３～０．６９μｍ）是遥感估算叶绿素ａ浓度的关键波段，与其他波

段组合可以定量估算叶绿素ａ浓度；分季节构建太湖叶绿素ａ浓度估算模型效果更好，春、夏、秋、冬各季模型的决定系数犚２

分别达０．８４、０．８５、０．９６和０．８２；太湖叶绿素ａ浓度夏季最高，秋、春季次之，冬季最低；春、秋和夏季叶绿素ａ浓度空间变化较

明显，而冬季变化不明显，叶绿素ａ浓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沿岸区、竺山湖、梅梁湖和部分湖心区。研究表明：随机森林模

型可以客观确定遥感反演叶绿素ａ浓度的有效波段，实现大面积内陆水体叶绿素ａ浓度的高精度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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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叶绿素ａ是浮游植物或藻类植物中最丰富的色

素，准确定量估算叶绿素ａ浓度对于客观评价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实施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朱广伟等，２０１８；尹艳娥等，２０１４）。太湖是

一个典型的内陆Ⅱ类水体，水质状况存在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２０１９）。传统的

叶绿素ａ浓度测量方法主要是人工采样监测，在实

验室采用分光光度法进行分析，最快也要近一天时

间才能获取结果，无法满足政府防控需求。２００８年

以来采用了浮标站自动监测水质参数，这是一种基

于荧光法的半定量分析方法，可在半小时内获得结

果，其精密性和时效性都较高（刘苑等，２０１０）。但传

统方法缺乏时空连续性，观测站点有限，观测数据可

能有缺失，难以准确描述复杂水体的叶绿素ａ浓度

与光谱特征之间的关系（王桥等，２００８）。卫星遥感

技术具有监测范围广、时效快和连续动态等优势（张

鹏等，２０１８），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大面积水体叶绿素

ａ浓度估算（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赵少华等，２０１９）。遥感

反演叶绿素ａ浓度的方法大体可分为经验统计方法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半经验半分析方法和分析模

型（张明慧等，２０１８）。经验方法主要通过建立水体

反射率与实测叶绿素ａ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来估算

叶绿素ａ浓度，半经验半分析方法则是在经验方程

的基础上结合辐射传输模型，有一定的物理基础。

由于叶绿素ａ光学特征复杂和图像的大气校正不精

确，光谱特征与组分浓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经

验、半经验模型较难解决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反演精

度可能较差（张玉超等，２００９ｂ），而分析模型虽具有

较高的反演精度和较好的通用性（韩留生等，２０１４），

但机理复杂，建模难度大，实用性较差（潘应阳等，

２０１７）。总体而言，精确遥感反演浑浊水体叶绿素ａ

浓度仍是当前较为困难的任务（Ｎａｚｅｅｒ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

２０１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算法开始

在水质参数遥感反演中得到应用。由于机器学习方

法不依赖于固定的模型框架，而是通过不断地“学

习”模型校正过程中反馈的误差，来完善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是解决非线性回归问题

的有效方法（Ｌａ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孙全德等，２０１９）。已

有研究证实ＢＰ神经网络（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模型

在遥感反演太湖叶绿素ａ浓度时是可行的（朱云芳

等，２０１７），但神经网络模型需要确定网络结构，参数

较多，且随着训练样本的增加，所构建的最优网络可

能是局部最优，会出现“过学习”的现象。支持向量

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模型在反演叶绿

素ａ 浓度时也获取了较高的精度（Ｋ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且与ＢＰ模型相比，ＳＶＭ 模型的反演精度可

能更高，稳定性、鲁棒性和空间泛化能力也可能更

好，但对于大规模训练样本的ＳＶＭ 模型可能会耗

费大量的机器内存和运行时间，导致学习效率降低

（张玉超等，２００９ａ）。Ｂｒｅｉｍａｎ提出的随机森林模型

是一种组合分类智能算法，具有极高的准确率、极强

的数据挖掘能力及分析复杂相互作用分类特征的能

力等很多优点，并且可以给出变量重要性估计，甚至

被誉为当前最好的机器学习算法之一（Ｂｒｅｉｍａｎ，

２００１；李文娟等，２０１８；刘扬和王维国，２０２０；王可心

等，２０２１）。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随机森林

机器学习算法开展近岸水色遥感监测，但在浑浊水

体定量估算叶绿素ａ浓度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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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ａ浓度实测数据也大多采用人工定点采样实

验室分析而来，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较为少见，而水

质参数自动监测应是今后的必然趋势，因此，有必要

充分利用好水质自动观测数据，提高叶绿素ａ浓度

定量估算精度。

本文利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有效观测的ＧＦ１

影像和同步自动观测的叶绿素ａ浓度数据，采用随

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选择有效特征波段组合，建立

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的遥感估算模型，了解太湖水体

叶绿素ａ浓度时空分布特征，试图为蓝藻水华发生

发展预测预警提供重要参数，为蓝藻水华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

１　数据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选取太湖作为研究区，其地理范围在３０°５５′～

３１°３０′Ｎ、１１９°５５′～１２０°４０′Ｅ；湖面面积约为２３３８

ｋｍ２，平均水深约为２ｍ。

１．２　遥感数据

选取 ＧＦ１ 卫星搭载的 Ｗｉｄ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ｉｅｗ

（ＷＦＶ）传感器观测得到的卫星影像作为遥感数据

源，所有数据均来自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江苏

数据与应用中心，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

年５月。选择有蓝藻水华发生、晴朗或少云天气时

质量较高的影像，最后共获得１８天２７景影像，日期

分别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２月５日，２月６日，２

月１３日，２月２３日，４月８日，４月２８日，５月１５

日，５月２３日，６月２５日，７月１９日，７月２０日，１０

月６日，１０月２７日，１２月１８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７

日，１月２４日，５月３日。

由于原始影像为１级（相对辐射校正产品），为

准确获得水体表面反射率，需对数据进行正射校正、

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和影像镶嵌等预处理。

１．３　叶绿素犪浓度实测数据

叶绿素ａ浓度数据取自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布设

在太湖的１９个水质浮标站自动监测数据，站点分布

如图１。由于卫星影像过境时间为每日１１：３０（北京

时，下同）左右，因此实测数据选取与卫星观测相同

日期每日１１：３０的瞬时观测值。

图１　水质浮标站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ｕｏｙｓｉｔｅｓ

１．４　随机森林基本原理

随机森林算法基本思路是：（１）首先确定原始总

样本集犇 和变量个数犕；（２）基于原始训练样本集

犇，采用重采样技术从中抽取犖 个决策树数目犖ｔｒｅ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ｅｅｓ）与犇中样本数量相同的子训练样

本集犇１，犇２，犇３，…，犇狀，分别建立犖ｔｒｅｅ个回归树模

型，未抽取的部分组成袋外数据（ＯＯＢ）作为测试样

本；（３）确定树节点预选变量个数 犕ｔｒ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ｅｒｌｅｖｅｌ）的数值，犕ｔｒｙ代表在决策树节点做

决定时所用变量数，一般犕ｔｒｙ须小于等于原始数据

变量个数犕；（４）针对每个训练集生长一棵分类回

归树，按照节点不纯度最小原则在树的每个节点处，

依据法则在犕ｔｒｙ个特征变量中选择高分类能力的特

征进行分支生长，并且每棵树都不做任何裁剪，任其

最大限度的生长；（５）重复步骤（４）狀次，得到由狀棵

决策树组成的随机森林；（６）随机森林的最终回归结

果为每棵树结果的平均值，预测精度则以每棵回归

树的平均ＯＯＢ误差来确定。

随机森林模型精度取决于犖ｔｒｅｅ和犕ｔｒｙ。犖ｔｒｅｅ决

定了随机森林的总体规模，犕ｔｒｙ决定了单棵决策树

的生长状况，两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决定随机

森林的精度。在回归模型中，犕ｔｒｙ值通常为变量数

的三分之一，犖ｔｒｅｅ值根据模型误差随决策树数目变

化情况来决定。

随机森林模型支持定量化比较各自变量之间对

于模型的重要程度，在建模时，可以从大量特征变量

中选取对最终结果影响较大的数目较少的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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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删除一些和任务无关或者冗余的特征变量，简化

的特征数据集也常常会得到更精确的模型。变量重

要性度量的主要评价指标为精度平均减少值Ｉｎｃ

ＭＳ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和节点不

纯度减少值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ｄｅ

ｉｍｐｕｒｉｔｙ），值越大，表明该变量越重要，反之则相对

不重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本处理与潜在变量分析

从所有１８天ＧＦ１卫星过境时刻的实测叶绿

素ａ浓度数据中，剔除缺测、异常值及受云影响的

１５２个数据，最终得到１９０个数据组成了实测叶绿

素ａ浓度样本数据集。再根据不同季节分组，分别

得到春季（３—５月）５７个，夏季（６—８月）３０个，秋季

（９—１１月）２０个和冬季（１２—２月）８３个实测叶绿素

ａ浓度的样本子集。从各样本子集中随机选取四分

之三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集，剩下四分之一数据作

为测试样本集。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叶绿素ａ浓度遥感估算模

型是以ＧＦ１ＷＦＶ影像为主要数据源。采用ＧＦ１

ＷＦＶ４个波段的反射率进行水质参数反演有其合

理性，但单一波段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影响因子与

水质参数之间的关系（朱云芳等，２０１７）。参考方馨

蕊等（２０１９），将ＧＦ１ＷＦＶ４个波段及不同组合的

３９个变量因子作为潜在变量进行筛选（表１）。

表１　参与随机森林建模的３９个潜在变量因子

犜犪犫犾犲１　３９犾犪狋犲狀狋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狉犪狀犱狅犿犳狅狉犲狊狋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变量名 获取公式 个数

单一波段类犅犻 犅１，犅２，犅３，犅４ ４

增强型植被指数类犈犞犐 犈犞犐＝２．５×
犅４－犅３

犅４＋６犅３－７．５犅１＋１
１

归一化植被指数类犖犇犞犐（犻，犼）

犖犇犞犐（１，２）＝ （犅１－犅２）／（犅１＋犅２），犖犇犞犐（１，３）＝ （犅１－犅３）／（犅１＋犅３），

犖犇犞犐（１，４）＝ （犅１－犅４）／（犅１＋犅４），犖犇犞犐（２，３）＝ （犅２－犅３）／（犅２＋犅３），

犖犇犞犐（２，４）＝ （犅２－犅４）／（犅２＋犅４），犖犇犞犐（３，４）＝ （犅３－犅４）／（犅３＋犅４）

６

差值植被指数类犇犞犐（犻，犼）
犇犞犐（１，２）＝犅１－犅２，犇犞犐（１，３）＝犅１－犅３，犇犞犐（１，４）＝犅１－犅４，

犇犞犐（２，３）＝犅２－犅３，犇犞犐（２，４）＝犅２－犅４，犇犞犐（３，４）＝犅３－犅４
６

比值植被指数类犚犞犐（犻，犼）
犚犞犐（１，２）＝犅１／犅２，犚犞犐（１，３）＝犅１／犅３，犚犞犐（１，４）＝犅１／犅４，

犚犞犐（２，３）＝犅２／犅３，犚犞犐（２，４）＝犅２／犅４，犚犞犐（３，４）＝犅３／犅４
６

其他类犞犐

犞犐（４，１，２，３）＝犅４／（犅１＋犅２＋犅３），犞犐（１，２，３，４）＝犅１／（犅２＋犅３＋犅４），

犞犐（２，１，３，４）＝犅２／（犅１＋犅３＋犅４），犞犐（３，１，２，４）＝犅３／（犅１＋犅２＋犅４），

犞犐（１，２，３）＝犅１／（犅２＋犅３），犞犐（１，２，４）＝犅１／（犅２＋犅４），犞犐（１，３，４）＝犅１／（犅３＋犅４），

犞犐（２，１，３）＝犅２／（犅１＋犅３），犞犐（２，１，４）＝犅２／（犅１＋犅４），犞犐（２，３，４）＝犅２／（犅３＋犅４），

犞犐（３，１，２）＝犅３／（犅１＋犅２），犞犐（３，２，４）＝犅３／（犅２＋犅４），犞犐（３，１，４）＝犅３／（犅１＋犅４），

犞犐（４，２，３）＝犅４／（犅２＋犅３），犞犐（４，１，３）＝犅４／（犅１＋犅３），犞犐（４，１，２）＝犅４／（犅１＋犅２）

１６

　　　　注：犅１为蓝波段（０．４５～０．５２μｍ），犅２为绿波段（０．５２～０．５９μｍ），犅３为红波段（０．６３～０．６９μｍ），犅４为近红外波段（０．７７～０．８９μｍ）。

　　　　Ｎｏｔｅ：犅１，犅２，犅３，犅４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ｂｌｕｅｗａｖｅｂａｎｄ（０．４５－０．５２μｍ），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ｗａｖｅｂａｎｄ（０．５２－０．５９μｍ），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ｖｅｂａｎｄ（０．６３－０．６９μｍ），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ｗａｖｅｂａｎｄ（０．７７－０．８９μ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　关键波段变量因子确定

首先，确定随机森林回归模型中最重要的两个

输入参数 犕ｔｒｙ和犖ｔｒｅｅ。犕ｔｒｙ取潜在变量总数３９的

三分之一，即犕ｔｒｙ＝１３，而犖ｔｒｅｅ值根据误差分析来确

定。由于参数犕ｔｒｙ值固定不变，那么参数犖ｔｒｅｅ值越

大，则误差Ｅｒｒｏｒ越小或趋于稳定，代表模型精度越

高。为考察不同季节叶绿素ａ浓度反演的情况，分

别建 立 了 全 部 样 本 模 型 （ＭＯＤＡｌｌ）、春 季 模 型

（ＭＯＤＳｐｒ）、夏 季 模 型 （ＭＯＤＳｕｍ ）、秋 季 模 型

（ＭＯＤＡｕｔ）和冬季模型（ＭＯＤＷｉｎ）共５个模型。５个

模型在不同的犖ｔｒｅｅ和犕ｔｒｙ组合下所对应的分类精度

如图２所示。由图看出，ＭＯＤＡｌｌ和 ＭＯＤＳｐｒ的误差

在犖ｔｒｅｅ为６００时趋于稳定，ＭＯＤＳｕｍ的误差在 犖ｔ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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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００时趋于稳定，ＭＯＤＡｕｔ的误差在犖ｔｒｅｅ为２００时

趋于稳定，ＭＯＤＷｉｎ的误差在 犖ｔｒｅｅ为４００时趋于稳

定。综上所述，我们确定在 ＭＯＤＡｌｌ和 ＭＯＤＳｐｒ中，

犖ｔｒｅｅ＝６００；在 ＭＯＤＳｕｍ中，犖ｔｒｅｅ＝５００；在 ＭＯＤＡｕｔ中，

犖ｔｒｅｅ＝２００；在 ＭＯＤＷｉｎ中，犖ｔｒｅｅ＝４００。

然后，分别根据单一指标ＩｎｃＭＳＥ和ＩｎｃＮｏｄｅ

Ｐｕｒｉｔｙ筛选波段因子变量。随机森林回归模型通过

评估每个变量对总体模型预测精度提高的能力，对

这些变量进行排序，评估各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

要性。利用上述方法确定的参数犕ｔｒｙ和犖ｔｒｅｅ分别进

行建模和模型优化，ＭＯＤＡｌｌ、ＭＯＤＳｐｒ、ＭＯＤＳｕｍ、

ＭＯＤＡｕｔ和ＭＯＤＷｉｎ模型各单独训练５０００次，从中各

选择精度相对较高（相关系数犚＞０．８５）的２０个模

型，对应每个变量都可以得到２０个ＩｎｃＭＳＥ和Ｉｎｃ

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值。分别计算每个变量的ＩｎｃＭＳＥ和

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指标的平均值，然后根据这两个指标

平均值的大小分别进行排序。将指标平均值排名相

对靠前且重要性度量曲线出现较明显拐点前的特征

变量认为是相对重要的变量，由此得到全部样本模

型ＭＯＤＡｌｌ、春季模型ＭＯＤＳｐｒ、夏季模型ＭＯＤＳｕｍ、秋

季模型 ＭＯＤＡｕｔ和冬季模型 ＭＯＤＷｉｎ共５个模型的

单指标重要变量筛选结果：

（１）基于ＩｎｃＭＳＥ指标的筛选结果

ＭＯＤＡｌｌ：犇犞犐（２，３），犞犐（２，１，３），犚犞犐（２，３），犖犇犞犐（２，３），

犞犐（２，１，３，４），犞犐（２，３，４），犇犞犐（２，４），犞犐（２，１，４），犅１，犞犐（３，１，２）；

ＭＯＤＳｐｒ：犞犐（２，１，４），犇犞犐（２，３），犞犐（２，１，３），犞犐（２，１，３，４），

犇犞犐（１，２）；

ＭＯＤＳｕｍ：犞犐（３，１，２），犚犞犐（１，３），犇犞犐（２，３），犚犞犐（２，３），

犇犞犐（１，３）；

ＭＯＤＡｕｔ：犞犐（２，３，４），犚犞犐（１，２），犞犐（１，２，３，４），犞犐（１，２，３），

犞犐（４，１，２），犖犇犞犐（２，４），犞犐（１，２，４），犞犐（１，３，４），犇犞犐（１，２）；

ＭＯＤＷｉｎ：犚犞犐（２，３），犚犞犐（２，４），犞犐（２，１，３，４），犞犐（２，３，４）。

图２　决策树数目犖ｔｒｅｅ与模型误差的关系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犖ｔｒｅ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ｒｒｏｒ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９２５１　第１２期　　　 　　　　　杭　鑫等：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与高分观测的太湖叶绿素ａ浓度估算模型　　　　　　　　　　



　　（２）基于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指标的筛选结果

ＭＯＤＡｌｌ：犞犐（２，１，３，４），犞犐（２，３，４），犞犐（２，１，３），犅４，犞犐（２，１，４），

犇犞犐（２，３）；

ＭＯＤＳｐｒ：犞犐（４，１，３），犖犇犞犐（１，４），犞犐（４，１，２，３），犈犞犐；

ＭＯＤＳｕｍ：犚犞犐（１，３），犞犐（３，１，２），犞犐（２，３，４），犞犐（１，３，４）；

ＭＯＤＡｕｔ：犞犐（２，１，３），犚犞犐（２，３），犇犞犐（１，２），犞犐（４，１，２，３），

犞犐（４，１，２），犇犞犐（２，３），犞犐（４，２，３），犅４，犖犇犞犐（２，３），犈犞犐；

ＭＯＤＷｉｎ：犚犞犐（２，３），犞犐（２，３，４），犞犐（３，１，２），犚犞犐（２，４）。

从上述两类筛选结果中，发现同时包含犅２ 和

犅３ 波段变量因子出现次数较多，在ＩｎｃＭＳＥ指标的

筛选结果中出现１９次，占比为５８％，在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

ｒｉｔｙ指标的筛选结果中出现１６次，占比为５７％；而

包含犅２ 或犅３ 波段变量因子出现次数更多，在Ｉｎｃ

ＭＳＥ指标筛选结果中共出现３２次，占比为９７％，

仅１个变量因子不包含犅２ 或犅３ 波段，在ＩｎｃＮｏｄｅ

Ｐｕｒｉｔｙ指标筛选结果中累计出现２５次，占比为

８９％，仅３个变量因子不包含犅２ 或犅３ 波段，说明

犅２ 和犅３ 波段在所有变量因子中占主导地位。

最后，根据结合ＩｎｃＭＳＥ和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的

综合因子筛选关键波段因子。已有文献在筛选特征

变量因子时，大多选择ＩｎｃＭＳＥ和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

中的一种指标（罗晓春等，２０１９）。但从以上两种指

标的筛选结果中可以发现，同一种模型不同指标筛

选出的变量因子并不完全相同。相对应于这两个指

标，所有模型经过筛选得到两组不同的变量因子。

对于 ＭＯＤＡｌｌ，单用指标ＩｎｃＭＳＥ筛选得到１０个变

量，用指标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得到６个变量，两组变量

中出现５个相同因子。相类似的，ＭＯＤＷｉｎ有３个相

同因子，ＭＯＤＳｕｍ中有２个相同因子，ＭＯＤＡｕｔ中仅有

１个相同因子。我们注意到模型 ＭＯＤＳｐｒ的两组筛

选结果中甚至没有出现相同的变量因子。表明仅用

ＩｎｃＭＳＥ或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一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

映变量的重要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考虑综

合ＩｎｃＭＳＥ和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两种指标构建一组新

的变量相对重要性评价指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ＲＩＥＩ），具体计算方法是：对于

ＭＯＤＡｌｌ、ＭＯＤＳｐｒ、ＭＯＤＳｕｍ、ＭＯＤＡｕｔ和 ＭＯＤＷｉｎ这５

个模型中的每个模型，首先分别将以上２０个模型的

ＩｎｃＭＳＥ值和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然

后再求平均值，得到每一个变量的ＲＩＥＩ值：

犚犐犈犐＝

（犐狀犮犕犛犈犻－犐狀犮犕犛犈ｍｉｎ

犐狀犮犕犛犈ｍａｘ－犐狀犮犕犛犈ｍｉｎ

＋
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犻－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ｍｉｎ
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ｍａｘ－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ｍｉｎ

）

２
（１）

式中：犐狀犮犕犛犈犻 为第犻个ＩｎｃＭＳＥ值，犐狀犮犕犛犈ｍｉｎ为

２０个ＩｎｃＭＳＥ中的最小值，犐狀犮犕犛犈ｍａｘ为２０个Ｉｎｃ

ＭＳＥ中的最大值；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犻 为第犻个Ｉｎｃ

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值，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ｍｉｎ为２０个ＩｎｃＮｏｄｅ

Ｐｕｒｉｔｙ中的最小值，犐狀犮犖狅犱犲犘狌狉犻狋狔ｍａｘ为２０个Ｉｎｃ

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中的最大值。

将包含全部样本和春、夏、秋和冬季共５个模型

的ＲＩＥＩ值绘制成变量重要性评估曲线（图３）。

　　将变量重要性排名相对靠前且曲线出现较明显

拐点前的特征变量认为是相对重要的变量，分别筛

选出５个模型的重要特征变量：

ＭＯＤＡｌｌ：犞犐（２，１，３，４），犞犐（２，３，４），犞犐（２，１，３），犅４，犞犐（２，１，４），

犇犞犐（２，３），犖犇犞犐（２，３）；

ＭＯＤＳｐｒ：犇犞犐（１，２），犞犐（２，１，４），犞犐（２，１，３，４），犚犞犐（１，２），

犞犐（２，１，３），犇犞犐（２，３），犞犐（１，２，３）；

ＭＯＤＳｕｍ：犚犞犐（１，３），犞犐（３，１，２），犚犞犐（２，３），犞犐（２，３，４），

犞犐（１，３，４）、犇犞犐（２，３），犇犞犐（１，３），犞犐（１，２，３，４），犞犐（２，１，３，４），

犞犐（１，２，３），犞犐（２，１，３）；

ＭＯＤＡｕｔ：犞犐（４，１，２），犇犞犐（１，２），犞犐（２，３，４），犞犐（４，１，２，３），

犞犐（１，２，３，４）；

ＭＯＤＷｉｎ：犚犞犐（２，３），犞犐（２，３，４），犚犞犐（２，４），犞犐（２，１，３，４），

犇犞犐（２，３），犞犐（３，１，２）。

在以上模型的变量中，同时包含犅２ 和犅３ 波段

的变量因子出现２５次，占比为６９％，明显高于Ｉｎｃ

ＭＳＥ指标的５８％和ＩｎｃＮｏｄｅＰｕｒｉｔｙ指标的５７％，表

明使用综合指标筛选的结果明显优于单一指标。同

时，所有的变量因子都包含了犅２ 或犅３ 波段，再次

证明绿光波段犅２（０．５２～０．５９μｍ）和红光波段犅３

（０．６３～０．６９μｍ）是遥感反演叶绿素ａ浓度的关键

波段因子，对准确估算浑浊水体叶绿素ａ浓度具有

重要的意义。

２．３　模型建立

根据上述５个模型筛选的重要特征变量，分别

重新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其中参数犕ｔｒｙ为特征变量

个数的三分之一，分别取１、２、３和４四个数值，犖ｔｒｅｅ

则根据前面误差分析结果分别选取４００、５００和６００

三个数值。对应每组参数组合（犕ｔｒｙ，犖ｔｒｅｅ）重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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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ＲＩＥＩ值的５个模型的变量重要性评估曲线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ＩＥＩｖａｌｕｅ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模５０００次，从中选出各模型精度最高的参数组合

（表２）。由表２可知，在 ＭＯＤＡｌｌ、ＭＯＤＳｐｒ、ＭＯＤＳｕｍ、

ＭＯＤＡｕｔ和ＭＯＤＷｉｎ共５个模型中，秋季模型ＭＯＤＡｕｔ

精度（犚）最高达０．９９，对应的参数组合为（２，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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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全部样本的模型ＭＯＤＡｌｌ和冬季模型ＭＯＤＷｉｎ精

度（犚）最小，均为０．８４，对应的参数组合分别为（３，

４００）和（２，６００）。

表２　各模型精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犪犮犺犿狅犱犲犾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模型序号 ＭＯＤＡｌｌ ＭＯＤＳｐｒ ＭＯＤＳｕｍ ＭＯＤＡｕｔ ＭＯＤＷｉｎ

犕ｔｒｙ ３ ２ ３ ２ ２

犖ｔｒｅｅ ４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精度（犚） ０．８４ ０．９４ ０．９４ ０．９９ ０．８４

２．４　模型验证

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反演精度，将上述建立的５

个随机森林模型 ＭＯＤＡｌｌ、ＭＯＤＳｐｒ、ＭＯＤＳｕｍ、ＭＯＤＡｕｔ

和ＭＯＤＷｉｎ反演的叶绿素ａ浓度值，分别与实测叶绿

素ａ浓度值进行比较，各模型叶绿素ａ浓度估算值

和实测值拟合关系见图４。由图可知，各模型估算

值与实测值之间均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均较低。其中 ＭＯＤＡｕｔ模型的拟合精度最

高，决定系数（犚２）为０．９６，犚犕犛犈为２．１ｍｇ·ｍ
－３，

ＭＯＤＳｕｍ模型次之，犚
２ 为０．８５，犚犕犛犈为２．０ｍｇ·

ｍ－３，ＭＯＤＡｌｌ模型的拟合精度最低，犚
２ 为０．７７，犚犕犛犈

为２．２ｍｇ·ｍ
－３。这一结果表明用所有样本构建的

模型的拟合效果不如分季节构建的模型，说明分季节

模型估算的叶绿素ａ浓度值更加接近实测值，其中

秋季模型拟合效果又明显好于其他３个季节模型。

图４　各模型叶绿素ａ浓度估算值和实测值之间的散点关系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ｍｏｄｅｌ

（ａ）ＭＯＤＡｌｌ，（ｂ）ＭＯＤＳｐｒ，（ｃ）ＭＯＤＳｕｍ，（ｄ）ＭＯＤＡｕｔ，（ｅ）ＭＯＤＷ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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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有效波段的选择是高精度估算叶绿素ａ浓度的

关键（姜广甲等，２０１３）。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量

化特征变量重要性的功能，客观筛选出相对重要的

变量因子，本文确定了绿光波段（０．５２～０．５９μｍ）

和红光波段（０．６３～０．６９μｍ）及其组合为定量反演

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的关键波段。尽管目前对于浑浊

Ⅱ类水体叶绿素ａ的光谱特征和敏感波段的研究还

较少（潘应阳等，２０１７），但已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内

陆水体的实测光谱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类似的

结果。有统计表明水体叶绿素ａ浓度与０．５４μｍ和

０．７０１μｍ反射峰的相关系数接近１，相近波段的特

征光谱能较好反演叶绿素ａ浓度（吴传庆等，２００９）；

水体中藻类最显著的光谱特征是０．５６μｍ附近的

反射峰，该峰值的存在与否通常被认为是判断水体

是否含有藻类的依据，而０．６８２μｍ波段与叶绿素ａ

浓度相关性最好（杨婷等，２０１１）；此外，叶绿素ａ浓

度的变化也会影响浮游植物吸收峰的数值和位置，

从而影响到最佳波段的选择（潘应阳等，２０１７）。这

些大多是针对特定水体特定区域、选用较少的测量

数据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具有普适性（冯驰等，

２０１５）。对于较为浑浊的内陆水体，由于存在浮游植

物、悬浮物、溶解有机物等许多影响叶绿素ａ吸收的

物质，各组分之间彼此混合、交互作用，水体的光谱

特征更加复杂，实际测量的叶绿素ａ反射吸收峰也

会有明显不同（罗建美等，２０１７）。因此，利用随机森

林模型确定叶绿素ａ光谱特征的关键波段，可以避

免特定水域、特定叶绿素ａ浓度测量的局限性，对于

定量遥感反演大面积浑浊Ⅱ类水体叶绿素ａ浓度不

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太湖叶绿素ａ浓度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

（乐成峰等，２００８）。本文利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的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了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的时空

分布特点。图５为２０１８年全湖叶绿素ａ浓度均值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见夏季平均叶绿素ａ浓度最

高，冬季最低，二者平均浓度分别为９．６ｍｇ·ｍ
－３

和７．１ｍｇ·ｍ
－３，秋季由于受到夏季高浓度的影

响，叶绿素ａ浓度高于春季，分别为８．６ｍｇ·ｍ
－３和

７．７ｍｇ·ｍ
－３，这与乐成峰（２００８）研究较为一致。

以一景影像代表各季节的空间分布情况（图６），可

以看到冬季叶绿素ａ浓度较低，空间变化不明显，这

与冬季温度降低有关（贾春燕，２００８）；春季叶绿素ａ

浓度开始出现较明显的空间变化，西北部湖区，特别

是梅梁湖和竺山湖附近叶绿素ａ浓度较高，向湖心

区逐渐减小，这主要是由于存在众多的入湖河流和

高密度城市排污口，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刘聚涛

等，２０１１）；而夏、秋季叶绿素ａ浓度空间变化最为显

著，西部沿岸区、竺山湖、梅梁湖和部分湖心区叶绿

素ａ浓度明显偏高，除了与富营养化程度有关外，还

与夏、秋季盛行东南风引起的湖流有关（秦伯强等，

２００４）。东太湖部分水域叶绿素ａ浓度始终呈现相

对较高的水平，则可能是受该区域丰富的水生植物

影响。考虑到太湖各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水生植

物，且随着季节交替，水生植物面积变化幅度较大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因此，本研究参考了相关文献

（杨婷等，２０１１；朱云芳等，２０１７），没有将水生植物剔

除，可能会对叶绿素ａ浓度反演产生干扰，后续将会

进一步研究水生植物的影响。另外，本文仅采用了

图５　２０１８年太湖叶绿素ａ浓度时间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ｉ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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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季节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空间分布

（ａ）冬季，（ｂ）春季，（ｃ）夏季，（ｄ）秋季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ｉｎｅａｃｈ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ｗｉｎｔｅｒ，（ｂ）ｓｐｒｉｎｇ，（ｃ）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的资料，且由于高分卫

星观测条件限制，数据时序不连续，因此需要进一步

搜集更多数据，增加样本数，以期构建更为精确的模

型。

　　由于人工采样实验室分析法和水质浮标站自动

监测法在原理、方法和步骤等方面不同，加之太湖湖

体各处的藻种、水质存在较大差异，人工采样实验室

分析与自动监测的叶绿素ａ浓度之间的差异较大。

据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利用全湖人工观测数据与原

位观测数据对比，表明人工采样分析与自动监测数

据之间的相关性较差，整体而言，人工采样分析得到

的结果约为自动监测的２．４倍。因此，本文利用自

动监测数据来估算的叶绿素ａ浓度，比目前大多数

采用人工采样实验室分析数据的估算结果要明显偏

小（曹红业等，２０１６；冯驰等，２０１５；宋挺等，２０１７），但

可能更客观地反映了太湖湖体叶绿素ａ浓度及其分

布状况。水质参数的自动监测分析应当是今后的必

然趋势，事实上，近年来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工作

中使用的叶绿素ａ浓度数据就主要来自于自动监测

结果，因此有必要在后续的研究中搞清楚自动观测

数据和人工采样数据之间的关系。

４　结　论

（１）用随机森林模型可以确定绿光波段和红光

波段为遥感反演太湖叶绿素ａ浓度的关键波段，但

仍需结合其他波段，这样可以避免特定水域、特定叶

绿素ａ浓度测量的局限性，结果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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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季节构建的太湖叶绿素ａ浓度随机森林

估算模型能够得到更加接近实测值的结果，春、夏、

秋、冬各季模型的决定系数犚２ 分别为０．８４、０．８５、

０．９６和０．８２，犚犕犛犈 分别为１．９、２．０、２．１和１．５

ｍｇ·ｍ
－３。

（３）太湖叶绿素ａ浓度呈明显时空变化特征，其

中夏季叶绿素ａ浓度最高，秋、春季次之、冬季最低；

春、秋和夏季全湖叶绿素ａ浓度空间变化较明显，冬

季空间变化不明显，叶绿素ａ浓度高值区主要集中

在西部沿岸区、竺山湖、梅梁湖和部分湖心区。

（４）模型使用实测数据来源于水质浮标站自动

监测，跟人工采样实验室分析法获得结果相比明显

偏低，这是因为两种监测方式在原理、方法和步骤等

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太湖湖体不同区域的藻种、水质

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水质自动化监测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充分利用好自动观测数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参考文献

曹红业，龚涛，袁成忠，等，２０１６．基于ＲＢＦ模型的太湖北部叶绿素ａ

浓度定量遥感反演［Ｊ］．环境工程学报，１０（１１）：６４９９６５０４．Ｃａｏ

ＨＹ，ＧｏｎｇＴ，ＹｕａｎＣ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ＢＦｍｏｄｅｌ［Ｊ］．Ｃｈｉ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Ｅｎｇ，１０（１１）：６４９９６５０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方馨蕊，温兆飞，陈吉龙，等，２０１９．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的悬浮泥沙浓

度遥感估算［Ｊ］．遥感学报，２３（４）：７５６７７２．ＦａｎｇＸＲ，ＷｅｎＺＦ，

ＣｈｅｎＪ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Ｊ］．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２３（４）：７５６７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冯驰，金琦，王艳楠，等，２０１５．基于ＧＯＣＩ影像和水体光学分类的内

陆湖泊叶绿素ａ浓度遥感估算［Ｊ］．环境科学，３６（５）：１５５７

１５６４．ＦｅｎｇＣ，ＪｉｎＱ，ＷａｎｇＹ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ＯＣＩ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３６（５）：１５５７１５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留生，陈水森，李丹，等，２０１４．近岸二类水体生物光学模型参数优

化［Ｊ］．热带地理，３４（３）：３５１３５８．ＨａｎＬＳ，ＣｈｅｎＳＳ，ＬｉＤ，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ＡＳＥⅡ ｗａｔｅｒｓ［Ｊ］．ＴｒｏｐＧｅｏｇｒ，３４（３）：３５１３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贾春燕，２００８．基于遥感技术的湖泊叶绿素ａ动态监测及改善空间制

图详度的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ＪｉａＣＹ，２００８．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ｏｒｌａｋ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广甲，周琳，马荣华，等，２０１３．浑浊Ⅱ类水体叶绿素ａ浓度遥感反

演（ＩＩ）：ＭＥＲＩＳ遥感数据的应用［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３２（４）：

３７２３７８．ＪｉａｎｇＧＪ，ＺｈｏｕＬ，ＭａＲ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ｏｒ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ｕｒｂｉｄｃａｓｅⅡ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ＲＩＳｉｍａｇｅ［Ｊ］．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Ｍｉｌｌｉｍ Ｗａｖｅｓ，

３２（４）：３７２３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乐成峰，李云梅，孙德勇，等，２００８．太湖叶绿素ａ浓度时空分异及其

定量反演［Ｊ］．环境科学，２９（３）：６１９６２６．ＬｅＣＦ，ＬｉＹＭ，ＳｕｎＤ

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２９

（３）：６１９６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文娟，赵放，郦敏杰，等，２０１８．基于数值预报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强

对流天气分类预报技术［Ｊ］．气象，４４（１２）：１５５５１５６４．ＬｉＷＪ，

ＺｈａｏＦ，ＬｉＭ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

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４（１２）：１５５５１５６４（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刘聚涛，杨永生，高俊峰，等，２０１１．太湖蓝藻水华分级及其时空变化

［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５６１６０．ＬｉｕＪＴ，ＹａｎｇＹＳ，

ＧａｏＪ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ｂｌｏｏｍ

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Ｊ］．

Ｒｅｓｏｕ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２０（２）：１５６１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扬，王维国，２０２０．基于随机森林的暴雨灾害人口损失预估模型及

应用［Ｊ］．气象，４６（３）：３９３４０２．ＬｉｕＹ，ＷａｎｇＷ Ｇ，２０２０．Ａｓｓｅｓ

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ｌｏｓｓｉｎ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６（３）：３９３４０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刘苑，陈宇炜，邓建明，２０１０．ＹＳＩ（多参数水质检测仪）测定叶绿素ａ

浓度的准确性及误差探讨［Ｊ］．湖泊科学，２２（６）：９６５９６８．Ｌｉｕ

Ｙ，ＣｈｅｎＹ Ｗ，ＤｅｎｇＪＭ，２０１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ｒ

ｒｏｒｓ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ＹＳＩ（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Ｊ］．ＪＬａｋｅＳｃｉ，２２

（６）：９６５９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罗建美，霍永伟，韩晓庆，２０１７．基于 ＨＪ卫星的近岸Ⅱ类水体叶绿素

ａ浓度定量遥感反演研究—以滦河口北部海域为例［Ｊ］．海洋学

报，３９（４）：１１７１２９．ＬｕｏＪＭ，ＨｕｏＹ Ｗ，ＨａｎＸＱ，２０１７．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Ⅱ ｗａ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

Ｈ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ＬｕａｎｈｅＤｅｌｔａ［Ｊ］．

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Ｓｉｎ，３９（４）：１１７１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罗晓春，杭鑫，曹云，等，２０１９．太湖富营养化条件下影响蓝藻水华的

主导气象因子［Ｊ］．湖泊科学，３１（５）：１２４８１２５８．ＬｕｏＸＣ，Ｈａｎｇ

Ｘ，Ｃａｏ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ｍｓｕｎｄ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Ｊ］．Ｊ

ＬａｋｅＳｃｉ，３１（５）：１２４８１２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潘应阳，国巧真，孙金华，２０１７．水体叶绿素ａ浓度遥感反演方法研究

进展［Ｊ］．测绘科学，４２（１）：４３４８．ＰａｎＹＹ，ＧｕｏＱＺ，ＳｕｎＪＨ，

２０１７．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ｈｌｏ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ＳｕｒｖＭａｐｐ，４２（１）：４３４８（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秦伯强，胡维平，陈伟民，等，２００４．太湖水环境演化过程与机理［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３６１３７．ＱｉｎＢＱ，ＨｕＷＰ，ＣｈｅｎＷ Ｍ，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３６１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５１　第１２期　　　 　　　　　杭　鑫等：基于随机森林算法与高分观测的太湖叶绿素ａ浓度估算模型　　　　　　　　　　



宋挺，周文鳞，刘军志，等，２０１７．利用高光谱反演模型评估太湖水体

叶绿素ａ浓度分布［Ｊ］．环境科学学报，３７（３）：８８８８９９．ＳｏｎｇＴ，

ＺｈｏｕＷ Ｌ，ＬｉｕＪ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ｏｆ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ｂｙｈｙ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Ｃｉｒｃｕｍ，３７（３）：８８８８９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２０１９１２０５）．太湖健康状况报告（２０１８）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ａ．ｇｏｖ．ｃｎ／ｓｌｂｔｈｌｙｇｌｊ／ｔｈｊｋｚｋｂｇ／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ｌｔｈ１＿０９ｆ７ｄ６ｂ２１６２９４３９ｆ９８９１ｃ７ｆｄ７０ａｄ４９ｄ８．ｈｔｍｌ．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９１２

０５）．Ｔａｉｈｕ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ａ．

ｇｏｖ．ｃｎ／ｓｌｂｔｈｌｙｇｌｊ／ｔｈｊｋｚｋｂ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ｌｔｈ１＿０９ｆ７ｄ６ｂ２１６２９４３９ｆ

９８９１ｃ７ｆｄ７０ａｄ４９ｄ８．ｈｔｍ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全德，焦瑞莉，夏江江，等，２０１９．基于机器学习的数值天气预报风

速订正研究［Ｊ］．气象，４５（３）：４２６４３６．ＳｕｎＱＤ，ＪｉａｏＲＬ，ＸｉａＪ

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５（３）：４２６４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可心，包云轩，朱承瑛，等，２０２１．随机森林回归法在冬季路面温度

预报中的应用［Ｊ］．气象，４７（１）：８２９３．ＷａｎｇＫＸ，ＢａｏＹＸ，Ｚｈｕ

Ｃ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ｏｆｒｏａ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４７（１）：８２

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桥，张兵，韦玉春，等，２００８．太湖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实验及其软件

实现［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ＷａｎｇＱ，ＺｈａｎｇＢ，ＷｅｉＹＣ，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传庆，杨志峰，王桥，等，２００９．叶绿素ａ浓度的动态峰反演方法

［Ｊ］．湖泊科学，２１（２）：２２３２２７．ＷｕＣＱ，ＹａｎｇＺＦ，ＷａｎｇＱ，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ｒｅｖｅｒ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ｐｅｘ［Ｊ］．ＪＬａｋｅＳｃｉ，２１（２）：２２３２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婷，张慧，王桥，等，２０１１．基于 ＨＪ１Ａ卫星超光谱数据的太湖叶绿

素ａ浓度及悬浮物浓度反演［Ｊ］．环境科学，３２（１１）：３２０７３２１４．

ＹａｎｇＴ，Ｚｈ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ｈｌｏ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Ｊ１ＡＨＩＳｉｍａｇ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３２（１１）：３２０７３２１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尹艳娥，沈新强，蒋玫，等，２０１４．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富营养化趋势分

析及与环境因子关系［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３（４）：６２２６２９．ＹｉｎＹ

Ｅ，ＳｈｅｎＸＱ，Ｊｉ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ｅｕ

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Ｅｃｏ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２３（４）：６２２６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明慧，苏华，季博文，２０１８．ＭＯＤＩＳ时序影像的福建近岸叶绿素ａ

浓度反演［Ｊ］．环境科学学报，３８（１２）：４８３１４８３９．ＺｈａｎｇＭ Ｈ，

ＳｕＨ，ＪｉＢＷ，２０１８．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ＩＳ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Ｃｉｒｃｕｍ，３８（１２）：４８３１４８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鹏，王春姣，陈林，等，２０１８．沙尘气溶胶卫星遥感现状与需要关注

的若干问题［Ｊ］．气象，４４（６）：７２５７３６．ＺｈａｎｇＰ，ＷａｎｇＣＪ，Ｃｈｅｎ

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ｄｕｓｔａｅｒｏｓｏｌ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ｍ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ｂ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Ｊ］．ＭｅｔｅｏｒＭｏｎ，

４４（６）：７２５７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玉超，钱新，钱瑜，等，２００９ａ．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太湖叶绿素ａ定

量遥感研究［Ｊ］．环境科学，３０（５）：１３２１１３２８．ＺｈａｎｇＹＣ，Ｑｉａｎ

Ｘ，Ｑｉａ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３０（５）：１３２１１３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玉超，钱新，钱瑜，等，２００９ｂ．支持向量机在太湖叶绿素ａ非线性反

演中的应用［Ｊ］．中国环境科学，２９（１）：７８８３．ＺｈａｎｇＹＣ，Ｑｉａｎ

Ｘ，Ｑｉａ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ＶＭｏｎＣｈ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２９（１）：７８

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少华，刘思含，刘芹芹，等，２０１９．中国城镇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现状

及发展趋势［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８（６）：１２６１１２７１．ＺｈａｏＳＨ，

ＬｉｕＳＨ，ＬｉｕＱ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ｂ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Ｓｃｉ，２８（６）：１２６１１２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广伟，秦伯强，张运林，等，２０１８．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北部太湖水体叶绿

素ａ和营养盐变化及影响因素［Ｊ］．湖泊科学，３０（２）：２７９２９５．

ＺｈｕＧＷ，ＱｉｎＢＱ，ＺｈａｎｇＹ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２０１７［Ｊ］．ＪＬａｋｅＳｃｉ，３０（２）：

２７９２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云芳，朱利，李家国，等，２０１７．基于 ＧＦ１ＷＦＶ影像和ＢＰ神经网

络的太湖叶绿素ａ反演［Ｊ］．环境科学学报，３７（１）：１３０１３７．Ｚｈｕ

ＹＦ，ＺｈｕＬ，ＬｉＪ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ｏ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ｉｎＴａｉｈｕ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Ｆ１ＷＦＶ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Ｂ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Ｃｉｒｃｕｍ，３７（１）：１３０１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ｒｅｉｍａｎＬ，２００１．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ｓ［Ｊ］．ＭａｃｈＬｅａｒｎ，４５（１）：５３２．

ＨｅＪＹ，ＣｈｅｎＹＪ，ＷｕＪＰ，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ａｔｅｒｓ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１７１：１１５４０３．

ＫｏｎｇＸＹ，ＳｕｎＹＹ，Ｓｕ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ｗｉｔｈｇｒｉｄ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ＭａｒＰｏｌｌｕｔＢｕｌｌ，１１９（１）：３０７

３１９．

ＬａｒｙＤＪ，ＡｌａｖｉＡＨ，Ｇａｎｄｏｍｉ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ＧｅｏｓｃｉＦｒｏｎｔ，７（１）：３１０．

ＮａｚｅｅｒＭ，ＮｉｃｈｏｌＪＥ，２０１６．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ＪＨｙｄｒｏｌ，５３２：８０８９．

ＺｈａｎｇＦＦ，ＺｈａｎｇＢ，Ｌｉ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ｉｎａｔｕｒ

ｂｉｄｈｙｐ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ｋｅ［Ｊ］．Ｉｎｔ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３５（１）：２８９３０５．

ＺｈａｏＤＨ，ＬｖＭＴ，Ｊｉ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０ｙｅａｒｓ［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８（６）：ｅ６６３６５．

６３５１　　　　　　　　　　　　　　　　　　　 　气　　象　　　　　　　　　　　　　　　 　　 　　　第４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