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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在更高精度水平上分析植被指数时空变化特征!增强去云降噪环节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东江流域

533!+53!O 年间9.J!6_! 产品中的云标记信息为数据源!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云干扰概率及

其空间分布'云干扰像元消除率及其空间分布和云干扰持续时长季节差异 6 个方面分析了东江流域云干扰时空特

征# 结果表明!该流域整体云干扰概率随合成时段加长而迅速降低& 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随合成时段加长而先

增加后减少& 空间上南部城市化区域的云干扰持续时段相对更长!时间上夏季和春季的云干扰持续时段相对更长#

该研究结果可为优选或开发更具时空适应性的植被指数时间序列数据去云降噪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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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言

云干扰又可称为云污染'云噪声'云遮挡和云覆

盖等!是制约遥感影像可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5*

#

由中空间分辨率成像光谱仪%4&-?=+(?=?;&W'(F&, F4T

+PF,P;]?N(=&=+-F&4?(?=! 9.J81 $ 获 取 并 制 作 的

9.J!6_! 植被指数产品!以其 5O3 4空间分辨率'

!B -时间分辨率'覆盖全球长达 !B +并仍在持续更

新且可免费获取等综合优势!在复种指数分析)6*

'

作物长势监测)%*和植被覆盖度估算)O*等方面得到

了广泛应用# 然而!以云干扰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的数据,噪声-问题!明显制约了该产品的可用性#

虽然该产品已经采用了 !B - 最大值合成法%4+aFT

4'4>V+W'?N&4]&;F(?]=&N?-'=?!9KZ$以尽量减轻

云干扰的影响)B*

!但云干扰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特别是在多阴雨地区# 以东江流域为例!经统

计!近 !O +来该流域无云像元归一化植被指数%,&=T

4+WFd?- -F))?=?,N?V?P?(+(F&, F,-?a!IJK8$均值约为

37BO!而有云像元 IJK8均值仅约为 376B!且

9.J!6_! 产品原始数据中的整体云干扰概率%云

干扰像元数占全部像元数的百分比$接近 !Og!可

见云干扰已经明显影响到了该区域IJK8的数据质

量# 因此!选择或开发适宜的方法来尽量减轻或消

除云干扰影响!同时尽量少影响到或不影响到未受

云干扰的那些数据!是十分必要的#

实际应用中!人们常使用 5 类方法试图减轻或

消除云干扰的影响"

"

统称为更长时段最大值合成

法!例如月最大值合成法)R*和年最大值合成法)L*

等&

$

各种自动或半自动的数据平滑方法!例如最

佳指数斜率提取法 % *?;(F,-?a;W&]??a(=+N(F&,!

/81A$

)S*

'修正最佳指数斜率提取法 %4&-F)F?-

/81A!9>/81A$

)!3*

'时间序列谐波分析法%Q+=4&,FN

+,+WY;F;&)(F4?;?=F?;!CDI21$

)!!*

'非对称高斯模型

法%+;Y44?(=FN[+';;F+, 4&-?W)',N(F&,!D>[$

)!5*

'

双逻 辑 斯 蒂 法 % -&'*W? W&PF;(FN )',N(F&,! J >

0$

)!6 >!%*

'最小二乘滑动拟合法%1+VF(dHY>[&W+Y)FWT

(?=F,P!1 >[$

)!O*

'均值迭代滤波法%4?+, >V+W'?F(T

?=+(F&, )FW(?=!9K8$

)!B*

':QF((+H?=平滑法 %:QF((+H?=

;4&&(Q?=!:2$

)!R*等# 然而!第
"

类方法是以降低时

间分辨率为代价!且不能消除更长时期连续云干扰

的影响& 第
$

类方法的主要功能是对随机噪声%或

小概率异常值$进行平滑!若不事先进行云识别和

云去除!一旦遇到连续多期云干扰情形!则同样可能

导致误判)!L >!S*

# 总之!以上方法虽各有侧重!但若

想成功运用!均离不开对云干扰本身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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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的云干扰情况客观存在!且具有明显

差异!例如出现概率差异'持续时长差异和季节分配

差异等# 为确保所选数据处理方法的地区适宜性!

研究人员应首先掌握目标研究区域的云干扰时空特

征!以便结合不同方法的特点确定更为合适的数据

处理流程及其相关参数!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 研究云干扰时空特征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用于判

断是否有云的标准!并依据该标准获得云的时空位

置信息# 虽然已存在多种云检测方法)53 >55*

!但从实

用角度考虑!直接使用 9.J!6_! 产品中自带的云

标记信息无疑更为便捷# 并且!该产品从第 O 版开

始!增加了像元可靠度图层!相较于该产品原先自带

的质量保证图层!研究人员无需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便可直接提取云标记信息!这大大降低了利用云标

记信息的技术门槛# 然而!以往以 9.J!6_! 产品

为数据源的相关研究大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该产

品自带的云标记信息!而有关对云标记本身时空特

征的研究更为少见!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厘清云干扰

机理和优选去云'降噪方法造成了阻碍#

基于 以 上 考 虑! 以 近 !O +来 东 江 流 域

9.J!6_! 产品中的云标记信息为数据源!从云干扰

概率与合成时长时空关系的角度!探究该区域云干

扰时空特征!尝试分析研究云干扰概率与合成时段

长度之间的关系'云干扰像元消除率与合成时段长

度之间的关系'云干扰持续时长有何季节性分异特

征# 本文中所用方法及其分析结果!可为后续优选

或开发更符合东江流域特点的植被指数时间序列重

建方法提供支撑!并可为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7!"研究区概况

东江流域位于 I55h6OiU5Oh!5i!A!!6h5OiU

!!OhO5i之间!干流自东北向西南从江西省流入广东

省!于东莞市注入狮子洋!经虎门出海!流域总面积

约为 67O k!3

%

H4

5

# 该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降水丰富!植被四季常青!相对内陆干旱地区而

言!云干扰对植被指数的影响更为明显& 中部和北

部流域中上游地段为低山丘陵地貌!以林业和农业

活动为主!而南部流域中下游地段则是我国东南沿

海地区快速城市化的代表性区域之一#

!75"数据来源及其预处理

利用JA9数据进行水文分析!提取东江流域边

界!并转换成矢量数据!作为研究区范围%图 !$# 其

中!JA9数据为 S3 4空间分辨率 1#296 V%7! 数

据!下载自 Q((]" <<̂^̂ 7PF;NW&'-7N,<#

图 B"研究区域位置

#$%&B"?(-/3$(0(73.*134)M /,*/

""选择 533!+53!O 年间共 6%O 期9.J!6_! 数据

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另外加入该产品 5333 年的后 6

期和 53!B 年的前 6 期数据作辅助提取相关信息#

该数据下载自 Q((]" <<=?V?=*7?NQ&7,+;+7P&V<=?T

V?=*<!数据集版本号为 33O!分片标识为 Q5LV3B!原

始数据投影格式是 1F,';&F-+W投影!空间分辨率为

5O3 4!时间分辨率为 !B -# 每期数据被封装为一个

CJ$格式文件!内含 !5 层数据子集!层号从,3-起

编!最后一层即第 !! 层便为像元可靠度图层!云标

记信息在该图层中的像元值为,6-#

数据预处理步骤为"

"

提取像元可靠度图层&

$

生成,3-,!-值云标记图层!其中,!-表示有云!即

像元可靠度图层中的,6-!,3-表示无云!即像元可

靠度图层中的其他值&

%

裁剪出研究区!最终形成

共 6O! 幅云标记图层!其中 6%O 幅为研究对象!B 幅

为辅助数据#

5"研究方法

57!"云干扰概率

设给定的连续时间序列内共 + 期影像!合成时

段长度%即滑动窗口宽度$为 <期!并且 !

&

<

&

+#

从第 ! 期开始!顺时间序列滑动 %+ ><o!$ 次!进

行逐期逐像元判断" 如果某像元连续 <期有云!则

认定该像元在此合成时段内为连续有云像元# 如果

某像元被判定为连续有云像元!则意味着在相应合

成时段内利用 9KZ法不能消除该像元的云干扰#

连续有云次数与滑动次数之比即为该像元在相应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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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段内的云干扰概率#

求取任意合成时段内云干扰概率的具体实现步

骤"

"

滑动平均!从第 ! 期开始!依次求取第 ! 期至

第<期平均值!获得第 ! 幅新图层!求取第 5 期至

第 %<o!$ 期平均值!获得第 5 幅新图层!直到求取

第 %+ ><o!$ 期至第 + 期平均值!获得第 %+ ><

o!$ 幅新图层!由此共获得 %+ ><o!$ 幅滑动平

均值图层!其中!只有值为,!-的像元才属于连续 <

期均受到云干扰的像元!其余取值均表示对应像元

至少有 ! 期不受云干扰&

$

,3-,!-值转换!对上一

步运算所获新图层进行赋值运算!仅保持平均值为

,!-的像元值不变!其余像元均赋值为,3-!由此得

到 %+ ><o!$ 幅,3-,!-值图层&

%

求取云干扰概

率!对上一步运算所获全部新图层进行求取平均值

运算!由此得到 ! 幅合成时段长度为 <期的云干扰

概率图层!该图层内每个像元的取值即为该像元的

云干扰概率!而该图层内所有像元的平均值则为研

究区的整体云干扰概率#

575"云干扰像元消除率

将云干扰像元消除率定义为特定合成时段内可

消除云干扰的像元数占研究区像元总数的百分比#

设给定连续时间序列内某像元位置上出现的连续最

长云干扰时段长度为<期!则消除该像元云干扰所

需的最短合成时长为 %<o!$期# 这是因为!当合

成时段长度超过某像元的最长连续云干扰时段长度

时!便能获取该合成时段内至少 ! 期未受云干扰的

数据!此时该像元的云干扰可被消除# 求取云干扰

像元消除率实质上与求取不同合成时段内云干扰概

率是同一过程!区别仅在于观察角度不同!故此不再

赘述其具体实现步骤#

576"剩余云干扰概率

为表达云干扰概率的季节性分异特征!针对多

年平均情况!设计了一种算法!用于求取 ! +内每一

期影像在不同合成时段内仍然存在云干扰的概率!

即剩余云干扰概率# 在不同合成时段内!该概率越

大!表示该期影像在此合成时段内连续有云的概率

越大# 以合成时段为 6 期时判断是否仍存在云干扰

为例!介绍该算法的原理# 设给定的连续时间序列

内共有 +期影像!按时间序列进行逐期逐像元判断#

如果某期某像元有云!则需要针对该像元依次判断

以下 6 种情形是否发生"

"

此前 5 期均有云&

$

此

前 ! 期和此后 ! 期均有云&

%

此后 5 期均有云!如

果其中至少有一种情形发生!则认定该像元在此合

成时段内仍然存在云干扰# 将每年同一期在不同合

成时段内仍然存在云干扰的概率取平均!即得到此

概率的多年平均状态# 经过试验和综合权衡!本研

究中该算法所取合成时段长度范围为 ! U% 期# 虽

然理论上可以继续加长合成时段长度!但 ! U% 期的

变化已经足以体现其变化规律#

以上数据预处理及相关空间分析均在 D=NT

[81!375 环境中完成!其中大部分操作利用 EY(Q&,

语言编写批处理脚本!并调用 D=N2&&W*&a中的相关

工具加以实现#

6"结果与分析

67!"云干扰概率及其空间分布

533!+53!O 年间东江流域整体云干扰概率随

合成时段加长的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不同合成时段内整体云干扰概率

#$%&!"S.(+*<,(6/6$+$3M (7-+(4)$03*,7*,*0-*40)*,

)$77*,*03-(5<(1$3$0% <*,$()

""从图 5 可以看出!随合成时段加长!该流域整体

云干扰概率迅速降低并趋于 3# 具体地说!当合成

时段长度为 ! 期%相当于未对该产品数据进行加

工$时!该流域整体云干扰概率高达 !%7L66g# 若

将合成时段加长为 5 期%相当于 65 -最大值合成$!

该流域整体云干扰概率将迅速降至 %73OOg!降幅

高达 !3g以上# 依照统计学中经常用以判定小概

率事件的,Og-标准%如无说明!后文中均以此标准

探讨数据可用性$!在使用东江流域9.J!6_! 产品

中的植被指数数据时!应至少先进行 5 期合成!方能

从整体上使该数据达到可用性要求# 依此外推!若

要使该流域整体云干扰概率降至 !g以下!需要至

少 % 期合成& 降至 37!g以下需要至少 L 期合成&

而完全降至 3 则需要至少 5% 期合成#

虽然只需 5 期合成便可使东江流域整体云干扰

概率由约 !Og降至 Og以下!但若云干扰概率在空

间上存在明显差别!则意味着一些地区或许无需合

成便能达到数据可用性要求!而另一些地区却可能

需要更长时段合成才能达到相同要求# 为进一步探

求云干扰概率随合成时段长度加长而表现出的空间

分异规律!从像元级别绘制了不同合成时段长度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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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干扰概率分布!并选择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合 成时段进行展示%图 6$#

%+$ <n! %*$ <n5 %N$ <n6 %-$ <n% %?$ <nO %)$ <n!3

图 :"不同合成时段内云干扰概率空间分布

#$%&:"A</3$/+)$13,$643$(0(7-+(4)$03*,7*,*0-*<,(6/6$+$3M 40)*,)$77*,*03-(5<(1$3$0% <*,$()

""从图 6 可以看出!随着合成时段的加长!不同区

域的云干扰概率均在下降& 另一方面!南部城市化

区域的云干扰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该特征在合

成时段长度较短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具体地!当合

成时段为 ! 期时!大多数区域均无法满足数据可用

性要求# 若将合成时段加长为 5 期!则除南部城市

化区域以外的绝大部分区域均满足了数据可用性要

求# 若欲使大部分南部城市化区域也达到数据可用

性要求!则需要 O 期甚至更长的合成时段#

675"云干扰像元消除率及其空间分布

533!+53!O 年间东江流域新增云干扰像元消

除率随合成时段加长的变化情况如图 % 所示#

图 >"不同合成时段内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

#$%&>"[*2/))*)*+$5$0/3$(0,/3*(7-+(4)$03*,7*,*0-*

40)*,)$77*,*03-(5<(1$3$0% <*,$()

""从图 % 可以看出!随着合成时段的加长!新增云

干扰像元消除率先迅速上升!而后迅速下降# 具体

地!当合成时段长度为 ! 期时!没有受到云干扰的像

元不足总像元数的 37!g!当合成时段加长到 5 期!

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也仅为 375Rg# 这说明当

合成时段长度小于等于 5 期时!从消除东江流域云

干扰的角度看!其效果基本无法被察觉到# 当合成

时段继续加长到 6 期!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猛增

至 !L7SO6g!当合成时段继续加长到 % 期时!新增

云干扰像元消除率达到峰值 %O76!Og# 当合成时

段继续加长!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迅速降低!R 期

合成时段时不足 Og!!5 期合成时段时不足 !g!!%

期合成时段时已不足 37!g#

每一像元都有其对应的消除该像元云干扰所需

的最短合成时段长度# 533!+53!O 年间东江流域

消除云干扰所需最短合成时段长度的空间分布情况

如图 O 所示#

图 E"消除云干扰所需最短合成时段长度的空间分布

#$%&E"A</3$/+)$13,$643$(0(71.(,3*13-(5<(1$3$0% <*,$()

+*0%3.3( *+$5$0/3*3.*-+(4)$03*,7*,*0-*

""从图 O 可明显看出!消除南部平原城市化区域

的云干扰需要相对更长的合成时段# 在流域北部和

中部区域!只需 % 期合成便可得到较为理想的云干

扰消除效果& 而如果要使大部分南部城市化区域的

云干扰得到消除!却需要 !5 期甚至更长的合成

时段#

676"云干扰持续时长季节差异

多年平均状态下!该流域每一期影像处于连续

<期%<分别取 !!5!6 和 %$云干扰时段内的概率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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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所示!即合成时段长度为 <期时仍存在云干扰

的概率#

图 F"不同合成时段内剩余云干扰概率的年内分配

#$%&F"K004/+)$13,$643$(0(73.*,*13-+(4)$03*,7*,*0-*

<,(6/6$+$3M 40)*,)$77*,*03-(5<(1$3$0% <*,$()

""从图 B 可以看出!一方面!随着 <取值逐渐增

大!年内各期影像仍存在云干扰的概率均在降低&

另一方面!年中仍存在云干扰的概率明显高于年末

和年初# 具体地说!当合成时段长度为 ! 期%即未

合成$时!除年内第 !!!R+53!55 和 56 期外!年内各

期仍存在云干扰的概率均大于 Og!整体呈现夏季

最高'春季次之'秋冬季最低的分布特征!且在年内

时间序列内表现出频率高低的突然转折# 当合成时

段长度为 5 期时!在年内第 6+O 期%大致相当于 5

月上旬+6 月上旬!即初春季节$和 L+!B 期%大致

相当于 % 月上旬+L 月下旬!即春季后期和整个夏

季$仍存在云干扰的概率大于 Og!呈现双峰型分布

特征!且后者整体明显高于前者!同时年内时间序列

折线已变得较为平滑# 当合成时段长度为 6 期甚至

% 期时!初春季节仍存在的云干扰概率已降至很低!

仅剩下夏季仍存在相对较高的云干扰概率# 虽然本

文仅给出了<

&

% 时的情形!但不难推知!随着<取

值继续增大!年内各期仍存在云干扰的概率将继续

下降!并逐渐趋于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别从云干扰概率及其空间分布'云干扰

像元消除率及其空间分布和云干扰持续时长季节差

异这 6 个方面!分析了东江流域云干扰时空特征!得

出以下结论" 整体云干扰概率随合成时段加长而迅

速降低& 新增云干扰像元消除率随合成时段加长而

先增后减& 在该流域南部城市化区域需要相对更长

的合成时段方能有效消除云干扰& 相比秋冬季!夏

季和春季需要相对更长的合成时段方能有效消除云

干扰#

针对东江流域实际!建议在后续的植被指数时

间序列重建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

"

从降低云干扰

概率的角度!整体上建议至少进行 5 期合成&

$

从

消除云干扰的角度!整体上建议至少进行 % 期合成&

%

若将南部城市化区域与其他区域分开处理!将会

更加合理和高效&

&

如有需要!可考虑将不同季节

分开处理&

'

可考虑开发基于云标记信息特征的参

数动态可调的自适应植被指数时间序列重建方法#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发现!东江流域内部的

云干扰存在十分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 若不加区

别!简单套用现有的各类植被指数时间序列重建方

法!很可能导致在去云'降噪过程中引入更多未知干

扰因素!甚至可能诱导研究人员得出不可靠的研究

结论#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区域同样可能出现# 一些

时间序列数据平滑方法简单将云干扰视为小概率异

常值的假设是欠妥的!因为至少在东江流域的某些

区域和某些时段!云干扰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并非小

概率异常现象# 既然云干扰是如此常见!并且也可

以被识别!那么在决定选择何种数据平滑方法之前!

不妨先将研究区域云干扰本身的时空特征弄清楚!

方能在后续分析过程中做到更有把握# 既然要用到

云标记信息!那么该信息的准确与否将变得很重要#

在本研究过程中发现!9.J!6_! 植被指数产品中个

别期的云标记信息空间分布格局显然与实际不符

%如出现大范围方块状云标记$!这也是值得进一步

深究的问题# 另外!本研究所得结论仅适用于此次

所研究的数据版本及区域!其他数据版本及其他区

域是否适用!还有待后续研究# 鉴于东江流域面积

相对较小!此次研究所发现的云干扰时空特征是否

具有更大范围的推广性!未来拟考虑在类似区域以

及更大范围开展此项研究!以期总结出更具普遍性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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