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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长久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科学研究计划均优先

支持粮食安全和农业部门。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吴炳方研究员带领的科学团队长期

致力于卫星遥感技术在农情遥感监测应用方面的研究，历经近二十年的潜心钻研，发展了一套独

特的用于全球作物长势监测与产量估算的遥感方法和运行化系统——CropWatch。作为研究产出之

一，十多年来，CropWatch 科研团队定期发布全球作物长势以及产量信息的监测评估通报，为中国

相关政府机构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可靠、重要的信息支持。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以更方便、更经济的方式获取和使用国内外不同类型的卫星遥感数据

成为可能。同时，我国气象卫星（FY-2/3）和环境卫星（HJ-1 CCD）可以为作物长势评估与产量

估算提供高质量的卫星遥感数据，从而减少了对国外遥感数据的依赖。得益于此，近两年来，

CropWatch 科研团队利用多源遥感数据，针对全球不同的监测范围，发展了一套新的农情遥感监测

指标和方法。本期通报即是 CropWatch 通报发布十多年来的最新一次改版，综合集成了 CropWatch

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涵盖了对全球主要农业生态区、31 个主要生产国（包括我国）以及部

分大国的省/州的农情监测与评估结果。 

本期通报也是 CropWatch 通报进行中英文双语发布的首次尝试。我相信该通报不但能对当前

全球粮食生产形势提供可靠的评估，也能够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表达中国的

观点，为对抗饥饿、确保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更好、更及时、更可靠的农情信息贡献

一份力量。 

我们对这项工作寄予厚望，希望通报的发布不仅能为中国的用户提供服务，也能在国际舞台

上形成独特的影响力。 

 

郭华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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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非常需要及时、准确的粮食生产信息。出于宏观调控、商业、统计和

人道主义救援等原因，国家及政府间机构甚至国际组织均关注、收集、生成或分析国家、地区以

至全球的农作物生产形势的动态信息。 

伴随着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CropWatch）的诞生及发展，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自 1998 年以来一直开展农情遥感的运行化监测。CropWatch 系统是基于遥感和地面观测数据建

立的一个独立评估国家及全球尺度的作物长势、产量及其相关信息的农情监测系统。该系统也是

GeoGLAM（GEO/GEOSS 全球农业监测）全球监测部分的核心系统之一。GeoGLAM 计划在 2011

年由 20 国集团（G20）发起，旨在提高全球主要谷类作物和大豆生产及贸易信息的透明度。本次

通报是中国第一次对 GeoGLAM 和 G20 农业市场信息系统（AMIS）提供系统性的献智。通报关注

的主要对象为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四种作物。 

本通报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 CropWatch 团队撰写。这也是 CropWatch 通报

自 1998 年发行来的第 91 期，或第 13 卷第 7 期。在此之前，CropWatch 通报仅用中文发布，发布

时间为每月一次（每旬开展一次常规监测）。从本期开始，通报将以英文和中文双语发布，并由

月刊改为季刊。通报中用到的详细数据可从 CropWatch 网站下载（http://www.cropwatch.com.cn）。 

随着遥感数据的丰富和分析方法的成熟，CropWatch 系统在持续运行的同时，坚持不断创新与

升级。本期通报采用了新型多源遥感数据、全新的分层次监测指标体系和运行化的全球农情监测

方法。通报第 6 章介绍了监测方法及技术细节，以及本通报用到的数据/信息源。由于本次通报中

发布的部分数据与方法是最新研究成果，谨以此为契机作首次试用。在今后的通报中，我们将结

合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结果，以及本次通报所收集的反馈信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本通报提供了对全球主要农业生态区、31 个主要生产国（包括我国）以及部分大国的省/州级

的农情监测与评估结果。另外，本通报分析了环境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便

更好地解读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形势。 

本期通报是 CropWatch 通报的最新改版，因此关注近期较长时期内（近一年）的农情信息，

后续通报将关注较短时间段（当前作物生长季）的作物生长情况。本期通报基于的历史数据时间

起始于 2001 年，当前作物生长季的数据截止时间是 2013 年 9 月底。 

本期通报由摘要、前言和六个章节及附录组成。六个章节分别介绍了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农情

信息以及环境背景信息。在第一章中，我们根据全球气候分区、全球生态分区和种植结构的差异，

将全球划分为 60 个农业生态区（CPSZ），在此基础上基于遥感数据计算出环境指标，分别研究了

降雨、气温和光合有效辐射三个环境要素的变化规律和趋势。 

通报第二章对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中部和俄罗斯西部、南亚和东南亚四个农业主产区

（MPZ）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在关注环境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复种指数、

潜在生物量比率、未耕种耕地比例、以及旱情指标等四个要素的考量。 

通报第三章主要关注占全球 80%粮食产量和出口量的 30 个国家。其中，3.1 节提供了

CropWatch 对 30 个国家 2013 年四种大宗粮油作物的产量估算结果。3.2 节描述了 30 个国家的农田

利用强度信息，包括复种指数（土地每年耕种次数），未耕种耕地比例，以及潜在生物量比率

（当年生物量与历史最高生物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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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是通报的核心部分，分大洲对 30 个国家进行组织，分别介绍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当前生长

季的作物长势。作为对各个国家作物种植的概况介绍，通报首先提供了各国平均 NDVI 的空间分布

图以及四种作物（玉米、水稻、大豆和小麦）的种植区域。其次，通报提供了用于评估各国作物

生长状况的两组信息。第一组信息为长势空间分布图和长势过程线图，可在象元尺度上呈现各国

的作物长势平均水平。长势分布图为所在国当季 NDVI 与近 5 年平均 NDVI的差值结果。如果目前

是作物生长季，当前作物长势信息时间为 2013 年 9 月，否则选择主要作物收割前一时段作为当前

作物长势监测时间。作物长势过程图为该国今年、去年和近 5 年平均 NDVI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第

二组信息为 NDVI 空间聚类图（将具有相似作物生长趋势的地区归为一类）以及聚类类别过程线。

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面积差异，对面积较大国家本通报对其下一级行政单元进行了分析。 

在通报的前几章中，分析大多基于遥感和地面数据，第四章则较少依赖遥感数据和指标。通

过对国际公共资源的信息搜索与整理，第四章重点关注和分析了两个主题：南亚及东南亚的水稻

以及极端气候或灾害现象及可能对作物生产的影响。 

第五章聚焦中国。CropWatch 在中国的作物长势和产量监测中积累了丰富的数据与经验。本章

架构与第三章基本相同，5.1 节提供了 CropWatch 估算的中国 2013 年四种主要作物的产量。5.2 节

提供了中国农田利用强度信息，同时增加了作物种植结构参数（不同作物在特定地区的耕种比

例）。5.3 节为本章的主体，将中国按地理区域划分为 6 个大区，依次分析各主产省的作物长势状

况。 

第六章是通报的最后一章，主要介绍之前章节中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及相关背景信息。6.1 节介

绍了空间分析单元的划分，包括第一章农业生态区（CPSZ）以及第二章主要农业主产区（MPZ）。

6.2 节和 6.3 节分别详细介绍了通报中所使用的遥感数据和气象数据，及分析方法。 

最后为附录，包括对通报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数据、图表以及相关数据来源和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