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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在受到昆虫侵害时会产生挥发性物质。因此，利用电子鼻与计算机组成水稻虫害快速检测系 统 ，通

过检测水稻挥发物气味，根据气味信息的分类，选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可 快 速 判 断 水 稻 是 否 有 虫 害 及 每 株 水 稻 上 有

多少害虫。研究发现，利用电子鼻检测水稻虫害的 最 好 时 机 是 在 水 稻 受 侵 害 的 15 ～ 36h 内。实 验 结 果 证 明，利

用电子鼻检测水稻是否发生虫害及发生虫害后每株水稻上害虫的数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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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作物病虫害是影响农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的障碍。我国每年都有几种重大病虫害暴发和流行，

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失收、品质下降。进一步减

少因各种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其关键在于作物病虫害

预报的准确性以及能否在病虫害发生初期及时报警，

并采取相应措施阻止病虫害的继续发展，最好能将其

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精确农业研究的不

断深入，实现快速获取地块中每个小区的病虫害信息

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因此，如何实时地对田间害虫与

作物的状况进行采样分析和识别，将成为整个研究的

基础。

1 仪器与实验原理

电子鼻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的

分析、识别和检测复杂嗅味与挥发性成分的人工嗅觉

系统。与其他常规仪器分析法相比，样 品 无 需 前 处

理，不用有机溶剂，是一种“绿色”的仿生检测仪器，

且便于携带，可进行实时检测，已应用于食品的化学

成分分析
［1 － 5］，但利用电子鼻进行作物虫害检测在国

内外还未见先例。实验中，选用德国 WinMuster 生产

的 PEN2 型电子鼻系统，其电子鼻由半导体气敏传感

器阵列和模式识别系统组成。在传感器阵列方面，通

过把具有不同特性的气敏传感器组合成气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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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以弥补单个传感器灵敏度低、可靠性和重复性

差等缺点，使电子鼻系统检测范围更宽，可以分辨浓

度为 0. 1 × 10 －6 ～ 1 × 10 －6
的挥发性物质。昆虫在其

生命活动中会产生挥发性物质
［6］，植物在受到昆虫侵

害或病原侵染时也会产生挥发性物质
［7 － 12］。利用电

子鼻对这类挥发性物质进行实时多维信息检测，在获

得的传感器阵列数据基础上，从每个传感器曲线中提

取多个特征参数(如最大值、最大微分值、平均值和稳

定值等)。该参数作为模式识别的输入向量，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所测的样本进行分析、提取和记录相应的

“信息指纹图”，可快速判断植物是否有虫害或有几头

害虫等信息，从而实现虫害预测的自动化，为精确预

报虫害和精确杀虫提供判断依据。系统实验装置如

图 1 所示。

图 1 电子鼻实验系统

Fig. 1 The experiment system of electronic nose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2. 1 实验材料准备

随机选取 6 株水稻分别在其茎秆上接种 5 头褐飞

虱成虫组成 5 虫组;再随机选取 6 株水稻分别在其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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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上接种 10 头褐飞虱成虫组成 10 虫组;最后选取 4
株水稻不接虫组成对照组。
2. 2 实验步骤

接虫 10h 后，将每株水稻用无味 食 品 包 装 袋 套

好，底部扎紧，静置 40min 后，启动电子鼻分别抽取各

实验水稻顶部空气，采样时间为 100s，记录下数据后

除去食品包装袋。以后每隔(5 ～ 10) h 重复以上步骤

一次。
2. 3 数据处理

2. 3. 1 识别有无虫害及侵害程度的数据处理

利用电子鼻系统的处理软件将测得的数据按“无

虫组”(0 头虫)、“有虫组”(5 ～ 10 头虫) 进行分类，形

成模式文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PCA) 对每次测得

的数据进行识别分析，并从中找出识别虫害有无及侵

害程度的最佳方法和用电子鼻进行虫害有无识别的

最佳时机。
2. 3. 2 害虫数量识别的数据处理

将测得的数据按对照组 (0 头虫)、5 虫组 (5 头

虫)和 10 虫组 (10 头虫) 进行分类，形成模式文件。
选取主成分分析法(PCA) 对每次测得的数据进行识

别分析，并从中找出害虫数量识别的最佳方法和用电

子鼻进行害虫数量识别的最佳时机。

3 结果分析

3. 1 虫害有无及侵害程度的识别结果

3. 1. 1 水稻受侵害 10h 结果

图 2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10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55. 35%
和 38. 17% ，累计贡献率为 93. 52% ，说明仅取前 2 个

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简称主轴 main axis) 就能

精确地拟合原数据。

图 2 水稻受侵害 10h 的结果

Fig. 2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10h

由图 2 可见，在水稻受侵害 10h 时，电子鼻系统可

根据水稻挥发物的浓度区分出虫害有无的情况，2 个

实验组中的数据点空间距离较近，说明此时挥发物浓

度较淡，水稻受侵害程度较轻。
3. 1. 2 水稻受侵害 15h 结果

图 3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15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79. 17%
和 15. 35% ，累计贡献率为 94. 52%。由图 3 可知，在

水稻受侵害 15h 时，2 个实验组中的数据点空间距离

变远，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在升高，水稻受侵害程度

逐渐加重。

图 3 水稻受侵害 15h 的结果

Fig. 3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15h

3. 1. 3 水稻受侵害 24h 结果

图 4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24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84. 91%
和 7. 17% ，累计贡献率为 92. 08%。由图 4 可知，在水

稻受侵害 24h 时，2 个实验组中的数据点空间距离较

远，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较高，水稻受侵害程度较重。

图 4 水稻受侵害 24h 的结果

Fig. 4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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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 水稻受侵害 36h 结果

图 5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36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75. 62%
和 19. 59% ，累计贡献率为 95. 21%。由图 5 可知，在

水稻受侵害 36h 时，2 个实验组中的数据点空间距离

逐渐接近，说明此时无虫组也有挥发物产生，水稻受

侵害程度较重。

图 5 水稻受侵害 36h 的结果

Fig. 5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36h

3. 1. 5 水稻受侵害 120h 结果

图 6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120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65. 53%
和 31. 26% ，累计贡献率为 96. 79%。由图 6 可知，在

水稻受侵害 120h 时，2 个实验组中的数据点空间距离

较近，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较淡，无法识别水稻受侵

害程度。

图 6 水稻受侵害 120h 的结果

Fig. 6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120h

3. 2 害虫数量的识别结果

3. 2. 1 水稻受侵害 15h 结果

图 7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15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59. 32%
和 32. 94% ，累计贡献率为 92. 26%。由图 7 可知，在

水稻受侵害 15h 时，电子鼻系统可根据水稻挥发物的

浓度区分出害虫数量情况，3 个实验组中的不同组数

据点距离较远，表明电子鼻系统可较好地判断出害虫

数目。

图 7 水稻受侵害 15h 的结果

Fig. 7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15h

3. 2. 2 水稻受侵害 36h 结果

图 8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36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86. 37%
和 9. 85% ，累计贡献率达到 96. 22%。由图 8 可知，在

水稻受侵害 36h 时，3 个实验组中的同组数据点更集

中，不同组的数据点距离更远，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

较高，与图 7 相比更容易区分水稻受侵害程度与害虫

数目的关系。

图 8 水稻受侵害 36h 的结果

Fig. 8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36h

3. 2. 3 水稻受侵害 72h 结果

图 9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72h 的二

维分析结果。前 2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88. 24%
和 6. 91% ，累计贡献率为 95. 15%。由图 9 可知，在水

稻受侵害 72h 时，3 个实验组中各不同组的数据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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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图 7 和图 8 接近，其中“0 虫组”与“5 虫组”数据点

更接近，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已下降，而且“0 虫组”中

的水稻由于受到其他有虫组水稻挥发物的影响，其本

身也会产生类似挥发物。因此，“0 虫组”与“5 虫组”
的“气味”较接近，在实际应用中易发生混淆。

图 9 水稻受侵害 72h 的结果

Fig. 9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72h

3. 2. 4 水稻受侵害 120h 结果

图 10 为经 PCA 分析处理后水稻受侵害 120h 的

二 维 分 析 结 果。前 2 个 主 成 分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72. 98% 和 21. 86% ，累计贡献率为 94. 84%。由图 10
可知，在水稻受侵害 120h 时，3 个实验组中各不同组

数据点都比图 7 和图 8 接近，说明此时挥发物浓度较

低，且有虫组水稻挥发物的浓度已趋向一致。所以，

“10 虫组”与“5 虫组”的“气味”更接近，在实际应用

中易发生混淆，但有虫与无虫情况还能区分。

图 10 水稻受侵害 120h 的结果

Fig. 10 The result of inroading 120h

4 结论

1) 利用电子鼻检测水稻是否发生虫害、发生虫害

后水稻受侵害程度及每株水稻上害虫的数量范围是

可行的，检测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检测时机。
2) 在水稻受侵害 10h 后，利用电子鼻可识别出害

虫的有无 及 水 稻 受 侵 害 程 度。在 水 稻 受 侵 害 15 －
36h，由于挥发物浓度的不断提高，使电子鼻传感器阵

列的输出产生明显差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可显著分

辨出每株水稻上的害虫数量，因此是电子鼻的最佳检

测时机。
3) 在水稻受侵害 36h 后，无虫水稻挥发物的产生

及有虫水稻挥发物浓度的逐渐降低，在水稻受侵害

72h 时，5 虫组与无虫组的挥发物浓度较接近，120h 时

有虫组的挥发物浓度较接近，此时若用电子鼻检测，

其判断结果易发生混淆。
4) 实验证明，电子鼻完全能用于检测农作物的虫

害情况，为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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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Method for Fast Detecting Insect Pest
Information of Paddy Rice

—Based on Electronic Nose
Ye Sheng，Wang Jun

(Dept. of Biosystem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9，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insect herbivory，plants synthesize and emit blends of volatile compounds from their damaged
and undamaged tissues. A system，comprised of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nose could fast detecting the blends of volatile of
paddy rice. The method for fast detecting insect pest information of paddy rice included detecting the volatile
odor，classifying volatile odor by insects，an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detecting in-
sect pest information using electronic nose was found out，it was between 15 to 36 hour after insect herbivory.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using electronic nose to inspect insect pest information of paddy rice was efficient.
Key words: paddy rice; insect pest; electronic nose;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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