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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不同土壤水氮条件下水稻（Oryza sativa）叶片气孔导度与冠层光谱反射特征的量化关系。结果表

明，不同水分处理下，水稻不同叶位气孔导度变化趋势为：GsL1>GsL 2>GsL3>GsL4。高于W3水分条件

下，高氮处理的叶片气孔导度高于低氮处理，而低于W3水分条件下，高低氮处理条件下叶片气孔导度差异不显

著。发现比值指数R(1 650，760)与不同叶位叶片及不同层次叶片气孔导度的相关性大小为：

GsL1>GsL12>GsL123>GsL1234>GsL2>GsL3> GsL4（水稻顶部自上而下第一、二、三、四叶以及自上

而下顶部2张、3张、4张叶片的气孔导度值分别表示为：GsL1、GsL2、GsL3、GsL4、GsL12、GsL123和
GsL1234），而顶1叶气孔导度与叶面积指数的乘积（冠层叶片气孔导度）同比值指数R(1 650，760)相关程

度更 高。R( 1 650，760)与顶1叶和冠层叶片气孔导度之间皆呈极显著的幂函数负相关。利用不同年份的不同

水稻试验对两者的监测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的检验误差RMSE分别为0.05和0.24， 表明比值指数R(1 650，
760)可以较好地监测不同水氮条件下水稻叶片的气孔开闭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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