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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报概述与监测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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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 108 期通报，该通报的监测期为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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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主要分析方法与指标 

CropWatch采用基于标准、独创的遥感农情指标以及多层次的空间监测结构开展监测。

分析的区域包含全球、全球洲际粮食主产区、全球粮食主产国及 148 个农业生态分区玉米、

水稻、小麦与大豆生产形势，并分 7 大区对中国的作物生产形势进进行了详尽描述。为增

强空间分析单元监测准确性，随着监测尺度的逐步细化，农情监测指标将越来越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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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情进行监测分析：（i）农气指标——反映农业气象条

件如降水、温度和光合有效辐射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并通过潜在生物量来反映；（ii）农情

指标——描述作物的生长状况，如植被健康指数，耕地种植比和最佳植被状态指数等。 

CropWatch所用的农气指标包含降水、温度、光合有效辐射，主要用来描述监测期内的

天气状况。农情监测指标包含潜在累积生物量、最小植被健康指数、耕地种植比例、最佳

植被状态状况和复种指数，主要描述监测期内的作物生产形势。农气指标（降水、温度、

光合有效辐射）并非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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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条件分析。 

每一个监测期内，CropWatch农情遥感速报将会采用农气与农情监测指标的距平对作物

的生产形势进行精细的描述。其中农气指标的距平指的是监测期内的变量值与过去 15 年同

期指标的偏差，而农情监测指标距平则指的是监测期内的变量值与近 5 年同期指标的偏差。

关于 CropWatch 各类指标的具体含义，请参见附录 C，以及请参阅 www.cropwatch.com.cn 

中 Cropwatch 在线资源部分。 

本期通报的组织如下表所示。 

章节 空间尺度 主要指标 

第一章 全球尺度，65 个农

业生态区 

降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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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种植比例、最佳植被

状况指和最小植被健康指数 

第三章 30 个粮食主产国和

148 个农业生态分区 

第一、二章指标 + NDVI 和 GVG 作物种植成数 

第四章 中国 第一、二、三章指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VG 作物种

植成数、病虫害、粮食进出口 

第五章 焦点与展望 

在线资源 www.cropwatch.com.cn 

http://www.cropwat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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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在线资源 

通报每季度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在 www.cropwatch.com.cn 同步发布。若需要在第一时间获得

通报的信息，请访问 www.cropwatch.com.cn，并发送 e-mail 至 cropwatch@radi.ac.cn，从

而加入到邮件列表。此外，通过访问网站将获得方法、主产国概况及其中长期变化趋势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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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本监测期（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 月）是全球作物生长的相对静默期。

监测期内，北半球温带地区 2017 年秋粮作物已经完全收割，2017-2018 年的夏粮作物也已完成播

种，尚处于越冬期。部分热带与亚热带国家，如菲律宾、泰国、越南与巴西，第二季玉米和水稻

的播种已于 2018 年 1 月陆续开始，南半球的秋粮作物，包括阿根廷、巴西与南非的玉米和大豆等，

正处于早期生长阶段，即将进入开花期。 

摘要的第一部分是监测期内全球性的农气状况概述并重点阐述了部分国家农气条件与农情指

标的异常状况，第二部分是监测期内中国作物长势的综合概述，第三部分是 CropWatch 监测的南

半球作物产量结果。 

农业气象条件 

CropWatch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期内全球气温接近过去 15 年同期平均值，略偏低 0.1℃，热

带和赤道地区温度低于平均水平，而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和美洲温带地区的温度比平均温度偏高，

在全球尺度乃至局地尺度，气温总体平稳，极端气温现象鲜有发生。 

全球光合有效辐射延续了 2017 年 7-10 月持续偏低的趋势，较过去 15 年同期平均水平偏低

4%。波罗的海周边地区是偏低最显著的区域，该区域监测期内阴雨寡照，仅少部分区域光合有效

辐射高于平均水平。中国（海南、长江中下游地区）、日本南部以及朝鲜半岛南缘区域监测期内

的光合有效辐射也显著偏低。 

日照的减少意味着降水的增多，CropWatch 监测结果表明，全球降水比过去 15 年平均水平偏

高约 8％。监测期内，降水距平空间变化差异显著，降水偏高与偏低的区域犬牙交错，波诡云谲。

其中南半球部分区域发生严重旱情，包括拉丁美洲南部锥体（其中智利降水偏低 51％；乌拉圭偏

低 26％）和阿根廷大部分省份、南部非洲、东非高地和新西兰。洲际尺度的干旱主要发生在包括

地中海、中东、西亚和中亚西部在内的广袤区域，其中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降水偏低 65%与 63％，

是监测期内最干旱的国家，巴基斯坦降水也偏低 48％；东亚部分地区以及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北

美西部海岸也发生了干旱。 

波罗的海南部地区是降水显著偏多的区域，其中爱沙尼亚偏高 30％，芬兰、德国、立陶宛、

瑞典偏高 37％，白俄罗斯，波兰和挪威偏高 46％，降水偏多区域一直向东延伸至亚洲腹地阿塞拜

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偏高 60%与 51％。在波罗的海周围的国家，几乎所有的 CropWatch农气

指标都呈异常变化，总体呈现气温偏高，天气潮湿和多云的天气特征；其他的降水异常偏多的区

域还包括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报道显示巴拉圭、玻利维亚及其周边地区受降水偏多影像，频繁

发生洪涝灾害。 

农情指标 

CropWatch 所采用的农情指标，可以有效反映极端农业气象条件尤其是干旱的影响，如耕地

种植比例(CALF)更能够反映出监测期内种植作物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而最佳植被状

况指数(VCIx)能够直接反映出作物的生长状况与预期的单产水平，其中 VCIx 为 0 时表示生长状况

与预期的单产水平与近 5年最低水平相当，而为 1时则表示生长状况与预期的单产水平与近 5年最

高水平相当。 

监测期内，占全球粮食总产 80％的 31 个主产国家，VCIx 的平均值达到 0.86。VCIx 较低的国

家包括伊朗（0.51）、巴基斯坦（0.67）、澳大利亚（0.67）、哈萨克斯坦（0.67）、南非（0.68）

和中国（0.70）。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巴西（0.97）和波罗的海南部部分国家，如波兰（1.00）和

乌克兰（1.04）则是VCIx的高值区。CALF变幅的平均值为+3％，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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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偏低 11％和 7％，而乌克兰、伊朗和巴基斯坦的 CALF 分别偏高 13％、14％和 16％。 值得

注意的是，伊朗（CALF偏高 14％，VCIx为 0.51）、巴基斯坦（CALF偏高 16％，VCIx为 0.67）

以及阿根廷（CALF偏高 8％，VCIx为 0.71）的农情指标变化呈对立态势，对最终产量的影响尚不

明朗。 

中国 

总体而言，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因此，在监测期内并没有任何作物

生长。其它地区的冬小麦正处于越冬期，冬季降水或降雪将为越冬期后的作物生长提供水分保障。 

本监测期内中国的农气条件、作物长势与去年同期（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 月）的距平状况

有所差异。其中降水量偏低 5％，而 2016-2017 年同期偏高 12%，温度偏低 0.3℃，而 2016-2017

年同期则偏高 0.5℃，两个年度的光合有效辐射距平值相同，同为偏低 12％。值得一提的是，本监

测期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光合有效辐射显著偏低 18％。总体上，中国冬季作物越冬期的农业气

象条件大多不利。在主产区尺度上，黄淮海、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降水量明显

高于平均水平，而长江中下游区和中国西南区的降水偏低幅度最大，东北和华南的降水则接近平

均水平。 

截至 1 月底，CropWatch 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降水距平聚类分析表明，62%的耕地上降水与

平均水平持平，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和西南地区，9％的农田降水低于平均水平，主要分布在东南

地区。除长江下游地区和西南地区之外，其他区域的潜在累积生物量较近 5年同期平均水平均偏高

5%-7%。遥感监测显示，2017-2018 年度中国冬小麦主产区夏粮种植面积同比缩减约 3%。除黄土

高原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耕地种植比例均低于近 5 年同期平均水平。卫星监测的未种植耕地主要

分布在甘肃和陕西北部。山西，河北，河南的中南部和安徽北部的冬季作物受降雪覆盖，呈现

“未种植”假象。 

黄土高原区的最佳植被状况指数为 0.83，而其他农业主产区的最佳植被状况指数均小于 0.8，

VCIx 高低的空间分布与耕地种植状况的格局保持一致。 

与往年同期相比，预计冬小麦主产区 2017/18年度发生病虫害的几率较高，气象预报显示春季

偏高的气温与降水将进一步加剧 2018 年冬季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与严重程度。 

模型预测显示，2018 年中国谷物进口量将增加，其中玉米进口量预计同比增加 16.9％，而大

豆进口量同比略有增加。 

南半球作物产量 

由于此时预报北半球主要国家的作物产量还为时尚早，因此，本期通报仅监测南半球的小麦

产量。 

受单产下降 1.6%，种植面积缩减 3.2%的双重影响，CropWatch 预计阿根廷冬小麦产量为

1108 万吨，同比减产 4.7％。而澳大利亚的冬小麦产量为 2460.6 万吨，同比大幅下降 22.1％。恶

劣的天气是大部分半干旱地区产量大幅波动的最直接原因。 巴西是南半球小麦产量变化幅度最小

的国家，其小麦产量达到 787.6 万吨，同比增长 4％。受严重干旱的影响，CropWatch 预估南非小

麦产量仅为 135.6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 20.4％，持续的干旱可能也会对南非 2018 年的玉米

产量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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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农业气象状况 

第一章基于 CropWatch 农气监测指标，分析了 2017 年 10月-2018 年 1月期间，全球 65个报

告单元（MRU）的降水、温度、光合有效辐射以及潜在累积生物量（BIOMSS）的距平状况。其

中降水、温度、光合有效辐射的距平是基于当前监测时段与近 15 年同时段的对比，潜在累积生物

量距平是基于当前监测时段与近 5 年同时段的对比。附录 A 的 A.1 提供了各指标在各 MRU 单元上

的 具 体 信 息 。 更 多 相 关 报 告 单 元 和 农 业 气 象 指 标 的 信 息 ， 可 以 查 看 附 录 C 和

www.cropwatch.com.cn 网站中的资源信息。 

1.1 引言 

在监测期内基于全球 65个报告单元（MRU）的监测结果，CropWatch农气监测指标中距平变

化最大的是温度（通过全球 65 个报告单元温度均值距平的变异系数计算），其次是降水，潜在累

积生物量和光合有效辐射。然而，全球温度接近常年平均（-0.1°C），但降水高于常年平均 8%，

光合有效辐射低于常年平均 4%。光合有效辐射变化十分显著，全球光合有效辐射仍持续偏低，在

上期 CropWatch 全球农情遥感速报中已经强调过。总的来说，监测期内降水强度和潜在累积生物

量与它们的距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但温度与它的距平存在负相关，例如温暖的气候具有负的

距平（如图 1.2 所示），光合有效辐射与它的距平存在正相关。 

以下章节重点描述各农气与农情指标距平异常特征（见图 1.1-图 1.4）。 

1.2 降水 

全球最干旱的情况发生在 4 个相对独立的南半球区域，包括巴塔哥尼亚西部（MRU-27，偏低

50%）以及相邻的南锥半干旱地区（MRU-28，偏低 20%）、巴西东北部（MRU-22，偏低 11%）、

马达加斯加岛西南地区（MRU-06，偏低 48%）、新西兰（MRU-56，偏低 48%）。紧随其后的是

包括几乎整个非洲（几内亚海湾（MRU-03）除外，降水轻度匮缺，偏低 7%）、地中海地区、中

东、西亚直至中亚西部在内的广袤且连续的区域。相应的，水分匮缺影响了北非地中海（MRU-07，

偏低 39%），欧洲沿地中海地区及土耳其（MRU-59，偏低 35%）以及东非高原（MRU-02，偏低

34%）。西亚（MRU-31）和乌拉尔山脉至阿尔泰山脉（MRU-62）降水也分别偏低 15%和 13%。 

大范围降水匮缺的区域还包括：（1）东亚（MRU-43）和中国长江中下游区（MRU-37），

偏低 24%；中国西南区（MRU-41），偏低 18%；（2）佛罗里达州至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不列颠哥

伦比亚的大片区域中，美国棉花主产区及墨西哥湾平原（MRU-14），偏低 29%；美国西海岸

（MRU-16），偏低 28%，墨西哥西南部及北部高原（MRU-18），偏低 13%。 

降水偏高较多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冬季作物主产区之一，包含中国黄淮海区（MRU-34）和黄土

高原区（MRU-36），分别偏高 47%和 113%。与其相邻的区域虽不是冬季作物主产区，但显著偏

高的降水对畜牧业利好，包括中国青藏区（MRU-39）、中国甘新区（MRU-32）和蒙古南部

（MRU-47），分别偏高 36%、80%和 204%；尽管降水仅偏高 27%，但中国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

（MRU-35）的降水距平态势也与上述区域一致。降水小幅偏高的区域包括马达加斯加主岛

（MRU-05），偏高 14%；东南亚大陆（MRU-50），偏高 30%；不列颠哥伦比亚至科罗拉多

（MRU-11）和美国北部大平原（MRU-12）分别偏高 21%和 25%；乌克兰至乌拉尔山脉（MRU-

58）偏高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