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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概览及报告时期

本期通报是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RADI）CropWatch 研究团队研究出版的第

95 期通报，该通报的监测期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报告内容为全球 - 洲际 - 国家 - 省 / 州

等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物生长状况。基于标准、独创的遥感农情指标以及多层次的空间监测结构，

CropWatch 全球报告的章节安排如下：

章节 空间尺度 主要指标

第一章 全球尺度，65 个农业生态区 降雨 , 温度 , 光合有效辐射 , 生物量

第二章 洲际尺度，6个作物主产区
第一章指标 + 植被健康指数，耕地种植比率，最佳
植被状况指数和复种指数

第三章 30 个粮食主产国 第一、二章指标 + NDVI

第四章 中国 第一、二、三章指标

第五章 产量及展望

在线资源 请访问 www.cropwatch.com.cn

CropWatch 指标

随着分析的空间单元的精细化，CropWatch 对农情的聚焦性逐渐增强。CropWatch 主要使用了

两种指标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物长势进行分析：（i）农业环境指标——反映天气因素如降雨、温度

和光合有效辐射对作物生长的潜在影响，通过潜在生物量来反映；（ii）农情遥感指标——描述作物

的生长状况，如植被健康指数，耕地种植比率和最佳植被状态指数等。

其中，农业环境指标（降雨、温度、光合有效辐射）并非传统简单意义上的天气变量，而是在

作物生长区内（包括沙漠和牧地）推算的增值指标，并依据农业生产潜力赋予了不同权重，因此适

于作物种植区的农业环境分析。CropWatch农情遥感指标是特别设计的用来评价作物生长状况的指

标，可简单解析为指标取值越高，指示作物状态越好。对CropWatch指标、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参

阅 www.cropwatch.com.cn 中 Cropwatch 在线资源部分。

CropWatch指标和空间单元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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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1 月-4 月，全球农情遥感速报（CropWatch）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对全球粮食生产状况

开展了持续监测。速报的第 1 章概览了与作物生长密切相关农气状况，5.2 节则论述了影响

农业生产的极端灾害事件，第 2 章、第 3 章与第 4 章全面分析了全球 6 大洲际主产区、30

个主产国以及中国的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四种大宗作物生长状况以及种植面积的变化趋

势，5.1 节是全球主产国及其他国家 2015 年大宗粮油作物产量展望。 

全球农业气象影响 

2015 年 1 月-4 月期间最显著的农业气象特征为全球性温度偏高，几乎所有的全球制图与报

告单元的温度均高于多年同期平均水平，温度普遍偏高 1-1.5℃，发生范围之广、持续时间

之长引人注目（见 1.1 与 1.3 节）。温度升高加速了北半球部分区域作物的生长，包括俄罗

斯欧洲部分南部地区及其周边国家，增加了农情监测指标解析的复杂性与分析的不确定性。 

全球各大洲的热带地区（见 1.1 与 1.2 节）的降水低于过去 14 年同期平均水平，降水的稀缺

影响到非洲之角、东非高原、欧洲西南大部分区域，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华南区、巴基斯

坦、美国西部地区（加利福尼亚州与华盛顿州）、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和

地区受影响更为严重（见 3.1）。降水偏高幅度最为显著的是墨西哥的谢拉马德雷地区（+139%）

以及东亚的印度东北地区和中国粮食主产区。同时，在此监测期内早期，南美、加勒比地区

（秘鲁至海地）、中亚（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以及南非均有洪涝灾害的报道。 

中国 

就中国整体而言，此监测期内的农气状况与多年同期平均水平接近，但是局部地区差异较大，

尤其是东北与西北地区近 10 个省份在冬歇期增温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部分粮食主产区的

降水高于多年同期平均水平，作物长势普遍好于去年同期平均水平。 

生产形势展望 

2015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玉米、水稻、小麦与大豆）产量见 5.1 节，CropWatch 监测与预

测结果包含已经收获、正处于生长期以及尚未播种的作物。对于尚未播种的作物产量的估算，

CropWatch 假设后期农气与农情状况处于平均水平。CropWatch 预计全球玉米总产同比下降

1.3%，其中南半球玉米主产国玉米产量增加 0.6%；导致全球玉米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

国玉米产量的下滑。与 2014 年的创纪录的玉米产量相比，2015 年美国玉米产量小幅下降，

原因是美国耕地种植比例较低（55%），最佳植被状况指数（VCIx）仅为 0.72（见第 3 章 3.1

节）。CropWatch 预测结果显示，2015 年全球水稻产量同比增长 1.0%，小麦与大豆产量同

比下降 1.1%。就全球 31 个粮食主产国而言，CropWatch 预计玉米总产同比下降 1.8%，小麦

与大豆同比下降 1.6%与 1.7%，而水稻总产同比增长 1.0%。 

就中国而言（见第 4 章），监测期内风调雨顺，CropWatch 监测表明 2015 年小麦产量同比

将上升与 1.1%，预计玉米、水稻产量同比将上升 1.6%与 0.6%%，而大豆将继续减产的颓势，

产量同比减少 1.3%。就冬小麦而言，山东省产量同比上升 4.6%，而湖北与安徽则分别下滑

2.6%与 2.5%。 

CropWatch 监测结果显示，各主产国中，玉米产量同比增幅最大的是墨西哥（+8.2%）。就

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言，阿根廷与巴西小麦产量同比增长 14.8%与 8.7%，泰国与越南水稻同

比增长 7.2%与 6.6%。 



VIII 
 

受不利农气条件，特别是极端气象灾害导致的作物种植面积下滑的双重影响，部分国家粮食

产量同比显著下降。就玉米而言，南非耕地种植比例（CALF）相比 2014 年下降 10%，导致

玉米总产同比下滑 12.4%；尽管乌克兰的 CALF 仅下降 1%，但其最佳植被指数（VCIx）仅为

0.69，预计该国玉米总产同比下滑 15%。就小麦而言，澳大利亚 CALF 同比下滑 16%，预计

该国总产同比减产 9%；东欧部分国家与俄罗斯小麦产量也出现下滑，其中俄罗斯的 CALF

仅为 65%，VCIx 为 0.64，预计小麦减产 8%。就印度而言，CropWatch 监测结果显示，该国

小麦产量同比下降 4.5%，冬播水稻产量同比下降 1.4%；预计该国全年玉米、水稻和大豆产

量将同比减少 4.6%，1.9%与 4.1%。 

关注区域 

由于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受此影响，CropWatch 产量预测的结果将会在后续报告中持续复核

和修正。由于在“Belg”生长季1内的降水量明显偏少，2015 年埃塞俄比亚的粮食安全需密

切关注，预计该国玉米与小麦产量将同比下降 10%与 7%；萨赫勒地区雨季的推迟，降水减

少，同样面临粮食风险问题。除此之外，CropWatch 监测表明柬埔寨与缅甸的粮食生产形势

不容乐观（见 3.2 节）。 

 

  

                                                             
1“Belg”生长季指的是埃塞俄比亚于 8 月前收获的作物生长季；8-12 月收获的作物属于“Meher”生长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