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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

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影响研究

刘#勤! 何志文! 郑砚砚! 檀律科! 张#斌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南京#-*..*/%

摘#要#为探明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弄清秸秆还田技术扩散的推动力和阻碍力! 从局限转

变角度构建&%<25>2=模型! 实证分析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 通过似然比检验发现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和预测效果' 研究表明! 农机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采用行为存在显著激励作用! 当补贴标准提高 "O后!

采用发生比将是现有补贴标准的 *'I- 倍$ 农户采用行为也受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认知度等因素的显

著影响' 对年龄& 家庭收入这两个以不同尺度测量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回归系数分析后发现! 年龄变量

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较收入变量更为显著' 为探究认知度和年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模型特别纳入了

交互项! 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户采用行为会随之降低! 但在提高其认知度后! 采用发生比可提高

*'/-I 倍! 较高的认知度不仅是农户是否采用秸秆还田技术! 也是该技术能否长期扩散的关键'

关键词#政府补贴#秸秆还田#采用行为

#收稿日期" -.*!+.,+!.#刘勤为助理研究员#何志文为处长#郑砚砚为副处长#檀律科为实习研究员#张斌为实习研究员

##农作物秸秆含有作物生长必需的碳& 磷& 钾等营养元素! 秸秆还田不仅改善土壤性状! 减缓地力衰

竭! 增加团粒结构! 提高土壤水分保蓄能力! 还改善植株性状! 提高作物产量近 *.O' 研究表明土壤有

机质& 孔隙度& 速效氮& 锌& 铁& 锰& 酶活性等理化指标与秸秆还田呈显著正相关' 目前我国每年产生各

类秸秆约 D'- 亿>! 但还田率仅为 *"O! 若秸秆还田比率增加至 I.O! 农田碳平衡将由亏转赢**+!+

' 实施

秸秆还田! 可充分利用秸秆资源! 减轻焚烧秸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缓解温室效应! 是发展低碳农业

不可替代的有效途径'

-..G 年! 国家对秸秆还田等重点环节农机作业实施补贴试点' 补贴本身不能增加农业资源! 但可改

变生产要素配置环境和相对价格! 进而改变农户的生产行为' 农户和其他任何经济主体一样! 会有目的地

争取利益极大化! 但这种争取受到局限的约束! 所有约束人的行为都是局限! 从局限转变可推断行为转

变! 局限不变! 行为不会变*/+

' 在没有实施补贴政策时! 秸秆还田作业价格是一种局限! 补贴政策实施

后! 局限发生转变! 作业价格随之发生变动! 补贴导致作业价格降低! 根据需求定律! 价格降低! 则需求

量上升' 除价格因素外! 凡对农户采用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均是局限! 具体来说! 农户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认知度& 耕地规模& 收入水平等个体和社会环境特征的局限转变均会对农户采用行为产生影

响' 目前! 大多学者主要从技术层面着重研究秸秆还田的技术功效! 而从微观层面对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

为进行分析并不多见! 该研究试图以局限转变作为分析切入点探明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弄

清秸秆还田技术扩散的推动力和阻碍力! 为技术扩散过程的优化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模型构建

该研究主要考察农户是否采用秸秆还田技术! 其结果为采用和不采用! 将此作为因变量! 对于因变量

为二分选择变量的回归分析! 选择建立&%<25>2=模型把分类因变量通过 &%<2>转化为分类变量的概率比' 当



因变量的变化与某个自变量相联系的同时还取决于其他自变量的值时! 模型的互动作用便会产生' 当自变

量增加时! 互动项的数量将迅速增加! 检验所有可能的互动作用项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通常只检验那些

在实际中可能性较大的互动项*"+

' 为探究模型的交互作用并使互动项的检验相对简单! 该研究建立只含

有一个交互项的回归模型! 模型确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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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变化! 在含有互动项的模型中! 其作用是否显著尤为关键! 如果
!

S

统计性显著! 就表明互动项对模

型拟合有显著贡献! 反之! 可以不考虑模型的交互作用'

表 !"变量描述与解释

变量名 变量描述 变量解释

因变量 采用P*! 不采用P.

性别 虚拟变量 男性P*! 女性P.

年龄 连续变量

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 初中及以上P*! 小学及以下P.

耕地规模 连续变量 以 .'*1T

- 为度量单位

家庭收入 连续变量 以 * ... 元为度量单位

补贴标准 连续变量 以 *O为度量单位

认知度 虚拟变量 认知度高P*! 认知度低P.

认知度h年龄 交互项

!%#"变量选择

凡是影响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因素均为局

限! 局限转变可推断行为转变! 模型选择农户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耕地规模& 收入水平& 补贴标

准& 认知度等局限为解释变量! 由于需要考察年龄和

认知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特别将 (认知度h年龄) 作

为交互项! 变量描述与解释见表 *! 分类变量编码见

表 -'

#"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该研究 /.. 份样本数据基于 -.*- 年对江苏泗洪
表 #"分类变量编码

变量 值 频率 参数编码 #*%

\fl . !* .

* DG *

f̂ [ . D* .

* !G *

0BM . !- .

* DI *

县 - 个村的抽样入户调查! 数据均为横截面数据且有

效! 调查采取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样本数据

中! 男性占 DGO! 女性占 !*O$ 年龄 !. J". 岁的占

!.O! ". JD. 岁的占 "*O! D. 岁以上的占 *GO! 均

值为 "!'D 岁$ 家庭平均收入为 /'-D 万元$ 人均耕地

面积为 .'*GD1T

-

$ 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初中和小学! 小

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D*O!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GO$ DIO的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能改善生态环境和

提高农产品品质有较高认知度' 通过调研可知! 江苏泗洪县秸秆还田的作业成本为每公顷 D.. 元! 实施农

机作业补贴政策后! 每公顷补贴 *". 元! 即实际补贴标准为 -"O' 在现有补贴标准下! ",O的农户选择采

用秸秆还田技术! /!O为不采用' 在被问及希望的补贴标准为多少时! 选择 /.O J".O的农户最多! 占

//O$ 选择 !.O J/.O为其次! 占 -!O$ 选择 !.O以下和 ".O以上的分别只有 *,O和 *DO' 均值

为 /*'!O'

#%#"自变量数据处理

#*% 为考察补贴标准变量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 运用数据转换命令! 产生一个新变量 \a;*! 其值

为农户希望的补贴标准和实际补贴标准之间的离差! 即 \a;* P\a;+-"O! 如此处理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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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采用行为的调整发生比率' 发生比率可以看出补贴标准一个单位的变化对采用行为的影响! 但补贴标准

一个单位的变化即每增加 *O或降低 *O的作用十分微小! 没有什么研究意义$ 而调整发生比率却能分析

一个离散的变化! 比如补贴标准增加 "O或降低 "O对于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 显而易见! 研究调整发生

比率更有意义! 调整发生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0+8P4

#C U9%

!

S

#*%

式中#;B?...调整发生比率

9& C...自变量不同水平的值

!

S

...自变量回归系数

#-% 为考察模型交互项 (认知度 h年龄) 的作用! 运用数据转换命令! 将年龄变量进行变换处理!

变换后产生一个新的变量;Mf*! 其值为;Mf与平均值的离差即;Mf* P;Mf+"!'D! 如此处理的目的" 一

是降低交互项和单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以减少多重共线性*D+

! 二是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进行更好的解释'

#%$"自变量筛选

由于涉及多个自变量! 分析重点是从中筛选出解释或预测能力强的自变量! 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

正向逐步选择法逐步选择加入! 选入自变量基于 \=%84检验统计量! 剔除基于 Z9&@ 统计值' K43@4&等认

为筛选候选变量时应以 .'*" J.'-. 的显著水平作为标准! 通用的 .'." 标准太低! 不足以保证将有可能成

为重要预测变量的候选变量都纳入模型中*,+

' 为不降低筛选质量! 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将有可能成为重要

预测变量的候选变量都纳入模型! 该研究变量进入标准选为 .'*"! 剔除标准选 .'-.! 分析软件选用

\A\\*G'.' 经过 , 个步骤的筛选! 除耕地规模变量外! 其余变量均进入了模型! 检验结果见表 !'

表 $"模型估计结果

K

回归系数

\'f!

标准误

Z9&@

统计量

:̂

自由度

\2<

显著度

fc) #K%

幂值

\[K* U*-'."I !'I-" G'G!G * .'..- .'...

;Mf* U.'/." .'*// ,'IGG * .'.." .'DD,

f̂ [ #*% *'*-- .',-" -'!GG * .'*-* !'.,-

\fl #*% *'.,! .'D,D -'"-! * .'**- -'G-/

V(0 .'.GI .'.!* *.'-*. * .'..! *'*.!

0BM #*% *'-D" .',"- -'I!* * .'.G- !'"/!

0BM #*% CR;Mf* .'!", .'*", "'*D! * .'.-! *'/-I

0B(\a;(a常量 U!'D*I *',*- /'/D" * .'.!" .'.-,

表 &"模型预测分析

项目 预测 预测正确率 #O%

. *

观测 !D , I!',

, ". ID',

综合预测准确率 I"'.

##9H切割值为07>>23<25'"..

#%&"模型评价

经检验! 模型卡方值为 ,!'.,!! 52<值统计性显

著! 拒绝零假设! 说明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对因变量

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拟合优度NY指标为 -',.,! 52<值统计性不显著!

说明不能拒绝关于模型拟合数据很好的假设! 换句话

说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

表 / 中! 模型对样本数据的综合预测率为 I"O!

分类预测率分别是 I!',O和 ID',O! 模型预测值与对应的观测值有较高的一致性! 预测效果较好'

#%)"模型结果分析

补贴标准变量52<值为 .'..-! 统计性最为显著! 对农户采用行为影响程度最大! 说明补贴可明显提

高农户边际收益! 激励农户的采用行为' 从回归系数看! 补贴标准与采用行为呈负相关! 说明农户希望的

补贴标准越高! 即和现有补贴标准离差越大! 则农户采用概率越低' fc) #K% 近似为 .! 可以解释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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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准一个单位值的变化微不足道! 此时应重点研究调整发生比率' 为求得补贴标准比现有标准高 "O的

调整发生比率! 应用式 #*% 由于已对补贴标准变量进行了数据预处理! 即取值为与现有补贴标准的离

差! 因此当补贴标准为现有补贴标准时! 将9取值为 .! 当补贴标准高于现有补贴标准 "O时! 离差缩小

了 "O! 于是将 C取值为U.'."! 得到"

##;B?Pfc) * # U.'." U.% h # U*-'."I%+ P*'I-

同理! 为求得补贴标准比现有标准低 "O时的调整发生比率! 将 9取值为 .! C 取值为 .'."! 应用式

#*% 得到"

##;B?Pfc) * #.'." U.% h # U*-'."I%+ P.'"/,

这意味着! 当补贴标准高于现有标准 "O时! 农户采用发生比是现有标准的 *'I- 倍! 当低于现有标

准 "O时! 其采用发生比只有现有标准的 "/',O'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认知度& 家庭收入& (认知度 h年龄) 对农户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男性采用发生比较女性提高了 *'G- 倍!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采用发生比是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 !'.,- 倍$ 收入每增加 * ... 元! 采用发生比可提高约 *.O! 认知度高的农户采

用发生比较认知度低的农户提高了 -'"/ 倍' 说明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有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认知程

度越高! 其采用意愿越高! 如果农户缺乏生态意识! 则更倾向采用传统作业方式'

年龄变量52<值为 .'.."! 统计性显著! 回归系数为负值! 说明年龄变量对农户采用行为存在显著影

响并呈负相关! 在认知度取值为 . 时! 即认知度低的条件下! fc) #K% 值为 .'DD,! 表明年龄越大! 基于

风险等不确定因素! 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意愿越低! 越倾向于采用传统作业方式处理秸秆! 年龄每

增加 * 岁! 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发生比会减少 !!'!O' 通过对交互项 (认知度 h年龄) 的检验后发现!

回归系数统计性显著! 说明年龄变量对采用概率的影响取决于认知度! 依认知度的不同而变化! 认知度的

提高可显著提高年龄大的农户的采用发生比! 在提高其认知度后! 其采用行为可提高 /-'IO'

模型中的年龄及家庭收入变量是以不同尺度来测量! 年龄一个单位的变化并不等于家庭收入一个单位

的变化! 比较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不应根据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而应采用标准化系数

来比较其对发生作用的强度! 标准化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9

2

P

!

2

h/

2

%

5槡!

#-%

式中#9

2

...第2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

2

...第2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2

...第2个自变量的标准差

通过统计分析! 年龄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U.'/."! 标准差为 D'!.*! 家庭收入的非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 .'.GI! 标准差为 *-'DD-! 代入 #-% 式得到"

a年龄 PU.'/." hD'!.*E*'I*!I

&

U*'/*

a家庭收入 P.'.GI h*-'DD-E*'I*!I

&

.'DI/

经比较发现! 对于农户采用行为而言! 年龄的作用比家庭收入的作用要大得多'

$"讨论与结论

在其他利用&%<25>2=模型进行农户决策行为的研究中! 通常只对影响因素进行单一分析! 很少针对影

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专门分析! 而实际上! 一个因素的变化常常依赖于其它一个和多个因素的变

化! 考察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可对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当自变量中存在不同测度单位的连续变量

时! 传统研究通常将所有自变量进行同等处理! 即全部采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解释其对因变量的作用! 但

对于以不同尺度测量的自变量来说! 一个单位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另一个单位的变化! 比较它们与因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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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强度! 采用标准化系数进行解释要比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更合适' 此外! 大多采用 &%<25>2=模型进

行的研究中一般只考察发生比率! 而对调整发生比率鲜有涉及! 发生比率只能研究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

对因变量产生的变化! 但有时候一个单位的变化微不足道! 研究区间变化更有意义'

为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该研究利用调研数据从局限转变角度构建含有交互项的 &%<25>2=模型! 回归

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户采用行为会随之降低! 但在提高其认知度后! 采用发生比可提高 *'/-I

倍' 对年龄& 家庭收入两个以不同尺度测量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回归系数分析后发现! 年龄变量对农户

采用行为的影响较收入变量更为显著' 调整发生比率的测算结果表明! 当补贴标准提高 "O后! 采用发生

比将是现有补贴标准的 *'I- 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 局限的转变是一种 (边际) 性的! 补贴存在边际激励效果! 可显著提高边际农户的采用积极性'

农户是不断变化着的理性决策者! 是否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取决于他们对秸秆还田技术成本和收益的内在比

较' 秸秆还田技术作为一种可持续农业技术! 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正外部性意味着农户边际私人成本高

于边际社会成本! 对于正外部影响! 政府补贴政策可以促使外部收益转化为技术采用者的私人收益! 从而

使农户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 推广长期作用明显但短期作用小的秸秆还田技术! 有必要通过政府行

为提高技术采用者的短期效益' 政府应加大对秸秆还田作业的补贴力度! 降低作业成本! 一旦有了有效的

激励! 农户就会点石成金*I+

' 但有一个问题需引起重视! 即补贴作为一项农业保护政策! 具有追加性特

点! 额度不能一味提高! 应避免补贴过程中农户对补贴过度依赖! 削弱其调节功能'

#-% 受教育程度是农户采用行为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在某些条件下! 教育的差别在农业增长中只

起着比较小的作用! 比如开辟新农田等引起的增长! 但是秸秆还田技术是引致创新技术! 是可持续农业技

术! 对于技术上优越的生产要素! 教育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当农户个人能力和物质资本不相称时! 这种能

力就成了农业增长中的限制性因素! 政府应对秸秆还田技术扩散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展开投资! 农户在

获得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后! 对秸秆还田这种农业新投入品的认知度和使用能力会显著提高'

#!% 男性的采用发生比远大于女性! 推广政策应积极偏向女性! 以矫正政策中常见的男性偏向*G+

'

目前! 很多女性在家庭中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决策者之一! 不能忽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应加强对

女性的推广力度! 以提高女性有效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能力'

#/% 较高的认知度不仅是农户是否采用秸秆还田技术! 也是该技术能否长期扩散的关键' 现阶段!

种地农户群体以中老年居多! 认知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对秸秆还田的采用行为! 政府应多形式& 多

渠道& 多途径提高农户对秸秆还田增强土壤肥力& 改善生态环境的认知度' 农户个人行为始终出现于社会

环境中! 并且因后者而修正! 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 电视! 广播& 报纸等媒介进行宣传! 并发挥农业基层

推广部门& 农业科研院所& 高校的力量! 积极开展培训示范活动! 同时! 应发挥技术示范户在一线的示范

和推广作用! 创新推广模式! 完善推广体系'

参考文献

"*# #劳秀荣! 孙伟红! 王真H秸秆还田与化肥配合施用对土壤肥力的影响H土壤学报! -.*!! /. &/'% D*I JD-!

"-# #王爱玲! 高旺盛! 黄进勇H秸秆直接还田的生态效应H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 &-'% /* J/"

"!# #毕于运! 王亚静! 高春雨H中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系统构成及总体趋势H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 &/'% !" J!I

"/# #张五常H收入与成本H北京% 中信出版社! -.**! --* J--!

""# #王济川! 郭志刚HY%<25>2=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H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

"D# #08%3C9=1 Y'\>9>25>2=9&>45>5:%8T%@489>%8_9829C&45% W&9X523 939&R52584=43>&R)8%)%54@HA5R=1%&%<2=9&K7&&4>23! *GI,! *.-% /*/ J/*,

",# #K43@4&?K! ;:2:2;;'0%T)9825%3 %:5>%))23<87&4523 :%8X98@ +\>4)X254, 84<84552%3H6';T'\>9>';55%=29>2%3! *G,,! ,-% /D J"!

"I# #西奥多-ZH舒尔茨H改造传统农业H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G# #弗兰克-艾利思著! 胡景北译H农民经济学H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D! !*-

(下转第 /! 页)

G-第 " 期##########刘#勤等" 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影响研究



.*09+Y3*-.3401Q-,+:0178634U3+790*-6/@ ,-3+6643+41

3/+P+45-1UK8=-*4O+*0-,4,

"

N;G;X;D>ABC ->ZA>H>! N;G;SZAZAH

(

! -[>Z;D>ABC UAG>Z;! 7A>REX>IEH>P;[AZ;

&V35>2>7>4%:M4%<89)12=9&\=243=45! l23F293<(%8T9&[32_4852>R! [87T̀2! l23F293<I!.."/'

-FGHIAJH#a%=%T)8414352_4&R! 89)2@&R93@ %CF4=>2_4&RT%32>%8=8%) )&93>23<23:%8T9>2%3 X2>123 >1457))%8>%:!\

>4=13%&%<R! 1959_48R2T)%8>93>52<32:2=93=423 73@485>93@23<84<2%3b59<82=7&>789&=8%)55>87=>78493@ &9R%7>! 9@+

F75>23<93@ %)>2T2i23<5)9>29&)9>>483Ha125)9)48! >9S23<Z42<93 Un7`9?2_48@4&>9%952595>145>7@R9849! 9=+

=%8@23<>%>14=8%) )1%3%&%<2=9&)1954)9>>483593@ 5495%39&@2::4843=4523 81R>1T=1989=>4825>2=5! 54&4=>4@ ! 5=434

%:N6U00̂ 59>4&&2>484T%>4U543523<2T9<4523 -.*- 95>145%78=4@9>9! 97>%T9>2=9&&R4c>89=>4@ >14T923 =8%)

=%_489<423:%8T9>2%3 7523<f($VK954@ 0;?a9&<%82>1T@4=252%3 >84487&45! >143 T%@2:24@ >14@4=252%3 >844=&9552+

:2=9>2%3 8457&>5C954@ %3 >14:24&@ MA\ 578_4R52>4593@ 57==455:7&&R4c>89=>4@ =%83! =%>>%3 93@ X149>9=849<423 >14

5>7@R9849Ha14%_489&&9==789=R849=14@ G*',!OHa148457&>551%X4@ >19>N659>4&&2>400̂ 2T9<4=93 C4X4&&9)+

)&24@ >%=8%)54c>89=>2%3! =&9552:2=9>2%3 9==789=R%:0;?a9&<%82>1TX9512<148! X12=1 =93 C4754@ >%C4>>4884:&4=>

>14@25>82C7>2%3 %:=8%)5Ha14=%3=&752%3 =93 )8%_2@49=48>923 C9525:%8>149@F75>T43>%:T923 =8%) )&93>23<5>87=+

>78423 >1484<2%3H

KE?L<IMG#N659>4&&2>4* @4=252%3 >844=&9552:2=9>2%3* 0;?a9&<%82>1T* =8%)5*

))))))))))))))))))))))))))))))))))))))))))))))

Z42<93 US7`982_48%9525

(上接第 -G 页)

,38:N01-5*4.8638*-6,3*-P *+38*14153024+6:

Q+/-O40*,022-*7+*,

6>;=>B! /E\R>LEB! \REBNAB?AB! 3AB6]UE! \RABC Q>B

#(93F23<?45498=1 V35>2>7>4:%8;<82=7&>789&L4=1932i9>2%3! L2325>8R%:;<82=7&>784! (93F23<-*..*/%

-FGHIAJH#K954@ %3 >141R)%>14525>19>>14<%_483T43>57C52@R>43@4@ >%43=%789<4:98T485>%84>783 9<82=7&>789&

5>89X5! >14)9)4823_45>2<9>4@ 1%X>149<82=7&>789&5>89X%)489>2%3 X959::4=>4@ CR<%_483T43>)%&2=24593@ %>148

54=%3@98R4c)&939>%8R_9829C&45>18%7<1 9&%<25>2=T%@4&9))8%9=1! X1484>14<%_483T43>)%&2=245X484548_4@ 95

>14)82T98R4c)&939>%8R_9829C&4Ha145>9>25>2=9&8457&>523@2=9>4@ >19><%_483T43>57C52@245>%5>89X%)489>2%3 =93

57C5>93>29&&R23=84954>14759<4%:9<82=7&>789&5>89X%)489>2%3HV3 )98>2=7&98! 9"O 23=8495423 57C52@245=%7&@ )8%+

T%>4I-O %:>14759<4%:5>89X%)489>2%3HL%84%_48! >1489>4%:759<4=%7&@ C49::4=>4@ CR54c! 9<4! &2>489=R93@

9X9843455%:>14%)489>2%3 %:>14:98T485HKR873323<5>93@98@2i4@ 84<84552%3 >45>5! 2>:%73@ >19>>149<4)&9R4@ 9

84T98S9C&48%&4X12=1 51%X4@ 952<32:2=93>34<9>2_4=%884&9>2%3 X2>1 >1489>4%:759<4%:9<82=7&>789&5>89X%)489>2%3H

N%X4_48! >142T)8%_4T43>%:>149X9843455=93 2T)8%_4*'/-I >2T45:%8>145>89X%)489>2%3 %:>14:98T485HV>=%3+

=&7@4@ >19>:9_%89C&4<%_483T43>)%&2=245! 95X4&&9512<1 &2>489=R89>45! )&9R4@ C%>1 95>9>25>2=9&&R93@ 4=%3%T2=9&+

&RT49323<:7&8%&423 >145)849@ %:>149<82=7&>789&5>89X%)489>2%3 9=8%558789&9849523 01239H

KE?L<IMG#<%_483T43>57C52@245$ 9<82=7&>789&5>89X84>78323<>%:24&@$ %)489>2%3

!/第 " 期###玉苏普江/艾麦提等" 基于多时相N6卫星的渭干河U库车河绿洲主要农作物种植信息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