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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报告利用卫星遥感、气象数据与实地观测数据，结合自有产量模型，对南半球重点

农产品进行监测，并展望北美天气。监测发现，巴西大豆收获进程接近结束，基本符

合前期丰产预期；巴西二季玉米已开始发育，但生长环境指标存在较多风险，总产量

预期下调。阿根廷大豆长势不断修复，总体指标创历史最高值，产量预估进一步上

浮，南美大豆极大概率大丰产。马来和印尼棕榈油产区因气候异常，降水激增、光照

下降，棕榈树长势指标显著下降。巴西玉米产区区域差异显著，东北部和中部遭遇历

史级干旱，植被衰退、高温干旱协同影响玉米授粉与发育，单产风险极高；南部水热

条件相对稳定，或承担产量保底角色。阿根廷大豆产区植被指数、降水与土壤湿度、

温度协同优化，利于大豆灌浆、结荚鼓粒。北美冬季受拉尼娜和极地涡旋影响，气候

异常。拉尼娜基本消退，后期中性状态有望持续到 2025 年 9-11 月，之后存在较大变

数。极地涡旋已减弱但尚未消散，其残留影响使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气温、降水异

常。长期来看，6 月美国东部暖异常减弱，部分地区降雨增加；7 月美国东部和东南部

温度正常，部分地区降水模式不稳定，可能出现异常天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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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点农产品产量预估 

产量预估品种、时间窗口和方法 

当前正值南半球的作物生长期。因此针对市场交易的重点和热点，本监测周期对巴西

大豆、巴西玉米、阿根廷大豆、东南亚棕榈展开监测，监测窗口为 3 月，时间周期覆

盖 2005 年-2025 年共 20 年的当期和历史同期数据。 

图 1:  全球重点农作物生长日历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监测主要通过卫星遥感、气象数据和实地观测等数据，实时追踪作物的生长进度、长

势水平、土壤湿度、养分状况以及气候条件等指标。具体包含 24 个关键指标，涵盖了

作物生长的多个维度，包括植被指数（如 NDVI、EVI）、叶面积指数（LAI）、地表温

度、土壤湿度、降水分布、光合有效辐射（PAR）等。 

图 2: 当期监测区域和品种示意图  图 3: 农产品组产量模型预估 

 

 

 

数据来源：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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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构建自有产量模型，模型利用多光谱和高光谱遥感数据，结合气象信息和历史产

量数据，通过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和优化。首先通过卫星影像提取作物生长的

空间和时间特征，例如作物长势水平、生长速率和生物量积累。随后，结合气象数据

（如降雨量、温度和日照时长）和土壤条件（如湿度、养分含量），评估作物生长的环

境适宜性。此外，模型还考虑了病虫害风险、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或洪涝）对产量

的潜在影响产量。  

产量预估结果 

此次预估收获面积基于 USDA 官方数据，各品种产量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整体来

看，巴西大豆收获进程接近结束，基本兑现前期丰产预期，此次未做调整，维持前期

产量预测。巴西二季玉米已开始发育，其产量占比约 70%左右，监测指标显示东北部

和中部遭遇历史级干旱，二季玉米生长环境指标存在较多风险，依据模型下调巴西玉

米总产量预期。阿根大豆长势不断修复，目前总体指标已经创下历史最高值，根据模

型预估产量进一步上浮，单产预估为 2.9411MT/HA，总产量约为 5092 万吨。整体来

看，南美大豆产量极大概率实现大丰产。 

图 4:  农产品组产量模型预估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4/10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6 / 19 

全球重点农产品长势监测 

马来和印尼棕榈油产区状况 

根据监测结果总体看，马来与印尼核心产区因气候异常扰动，整体降水激增，光照下

降，棕榈树长势指标下降显著，但基本未季节性规律，但较多的降水对于产区采摘工

作和生产会产生一定影响。 

图 5:  3 月底东南亚棕榈油产区 NDVI 距平图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具体来看，马来方面，马来半岛面临植被活力显著衰退与极端降水双重挑战。2025 年

植被指数（EVI、LAI、NDVI）较历史 20 年均值分别下降 12.24%、26.06%、4.29%，

其中 LAI 骤降至 2.78，为 2005 年以来次低值，反映叶片面积锐减与光合作用效率下

降。气候方面，最高温微降 2.90%，但累积降水暴增 55.85%至 429.73mm，5cm 土壤含

水量同步上升 6.43%，强降雨导致沙质土壤区排水压力加剧。 

沙捞越与沙巴植被稳定性弱化但仍具韧性，LAI 较均值下降 13.93%至 3.15，为 2005 年

以来第三低值，显示叶片结构受损但核心光合功能未显著衰退。温度温和上升（最低

温升高 1.78%）与充足降水（累积降水增加 47.65%至 533.07mm）形成有利条件，5cm

土壤含水量仅增长 4.00%，未现过湿胁迫。短期内可凭借相对稳定的植被状态与水分优

势，承接马来半岛减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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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马来半岛棕榈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7: 沙捞越和沙巴棕榈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8: 加里曼丹棕榈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9: 苏门答腊棕榈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印尼方面，苏门答腊植被长势衰退，EVI、LAI、NDVI 较均值分别下降 31.71%、

32.74%、30.00%，NDVI 降至 0.58 创 2005 年以来最低，反映植被覆盖度与叶绿素含量

双降。尽管降水增加 34.86%至 472.00mm，但分布不均导致局部旱涝矛盾。 

加里曼丹受降水激增 41.66%至 460.61mm 与土壤湿度过高（25cm 含水量增长 3.91%）

冲击，EVI、LAI、NDVI 分别下降 13.95%、25.67%、15.38%，LAI 降至 2.78 为 2011

年以来最低。整体处于季节性的最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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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玉米产区状况 

巴西玉米产区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植被指数上，东北部 Bahia 衰退严峻，中部 Goiás 和

Minas Gerais 植被结构受损，南部 Paraná 和 Santa Catarina 相对稳定。降水与土壤湿度

方面，东北部和中部遭遇历史级干旱，Bahia、Goiás 等产区降水较均值减少超 90%，

土壤含水量骤降，根系吸水受阻，水分胁迫加剧；南部降水虽低于均值，但土壤湿度

降幅温和，未现极端干旱。温度上，全域面临升温压力，东北部和中部最高温超历史

极值，高温干旱协同效应放大热害风险，可能影响玉米授粉与发育；南部温度相对可

控，胁迫压力较低。整体来看，东北部与中部单产风险极高，南部凭借相对稳定的水

热条件或承担产量保底角色。 

图 10: 巴伊亚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11: 戈亚斯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2:米纳斯吉纳斯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13:帕拉纳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具体到指标，巴西玉米主产区 2025 年植被指数呈现明显区域分化。东北部的 Bahia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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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衰退最为严峻，EVI 由历史均值 0.36 下降至 0.32，LAI 从 1.59 降至 1.23，NDVI 从

0.57 降至 0.52，较历史均值分别下降 11.11%、22.64%、8.77%。中部的 Goiás 与 Minas 

Gerais 植被稳定性同步弱化，Goiás 的 LAI 从 1.86 降至 1.66，下降 10.75%，Minas 

Gerais 的 LAI 从 1.96 降至 1.64，下降 16.33%，均为近五年低值。 

南部产区中的 Paraná 和 Santa Catarina 植被指数相对稳定，Paraná 的 LAI 为 2.20，与历

史均值 2.21 基本持平，NDVI 为 0.70，较均值 0.67 略有上升；Santa Catarina 的 LAI 从

3.08 微降至 2.98，下降 3.25%，NDVI 从 0.73 略升至 0.75。 

图 14:皮奥伊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15:南里奥格兰德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降水呈现“北旱南缓”特征。东北部的 Bahia、Piauí 与中部的 Goiás 遭遇历史级干旱，

Bahia 累积降水仅 7.39 毫米，较历史均值 117.69 毫米减少 93.72%，创 2005 年以来最

低；Piauí 降水 44.46 毫米，较均值 190.91 毫米减少 76.71%；Goiás 降水 5.79 毫米，较

均值 244.95 毫米减少 97.63%，均为历史最低值。伴随降水骤减，土壤湿度显著下降，

Bahia5 厘米深度土壤含水量从 0.2251 降至 0.1211，减少 45.31%；Goiás25 厘米深度含

水量从 0.3234 降至 0.1534，减少 52.57%，根系吸水受阻，玉米水分胁迫加剧。 

南部的 Paraná 和 Santa Catarina 降水虽低于均值，分别为 89.47 毫米（较均值 163.15 毫

米减少 45.16%）和 73.94 毫米（较均值 154.57 毫米减少 51.90%），但土壤含水量降幅

相对温和，Paraná5 厘米深度含水量从 0.3389 降至 0.2669，减少 21.24%；Santa 

Catarina25 厘米深度含水量从 0.3433 降至 0.3085，减少 10.13%，未出现极端干旱。中

部的 São Paulo 降水仅 9.96 毫米，较均值 200.10 毫米减少 95.02%，土壤含水量创 20

年最低，25 厘米深度含水量从 0.2901 降至 0.1527，减少 47.36%，成为中部干旱核心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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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圣卡塔琳娜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17:圣保罗玉米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玉米产区普遍面临升温压力，东北部的 Bahia 最高温达 30.70℃，较历史均值 27.82℃

上升 2.88℃，最低温 23.19℃，较均值 22.33℃上升 0.86℃；Piauí 最高温 32.20℃，较

均值 28.87℃上升 3.33℃，最低温 25.39℃，较均值 23.89℃上升 1.50℃，两地昼夜温差

收窄至 6.81℃，高温加速蒸腾作用，进一步放大干旱危害。中部的 Goiás 最高温

31.50℃，较均值 25.34℃上升 6.16℃，SãoPaulo 最高温 30.45℃，较均值 25.56℃上升

4.89℃，均超过历史极值。 

南部产区温度相对可控，Paraná 最高温 27.58℃，较均值 24.60℃上升 2.98℃，

SantaCatarina 最高温 24.09℃，较均值 22.26℃上升 1.83℃，虽高于均值但未突破历史

阈值，低温端分别为 20.75℃和 18.29℃，接近适宜生长区间，温度胁迫压力低于北部

与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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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大豆产区状况 

阿根廷大豆方面，总体上，植被指数、降水与土壤湿度、温度三方面呈现协同优化的

有利格局。植被指数上，除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 LAI 略低于均值外，其余产区均显

著优于历史水平，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和圣达菲的 EVI、NDVI 均有明显提升，

植被长势与光合能力增强，为大豆灌浆提供良好物质基础。降水与土壤湿度方面，全

域降水普增，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降水较均值分别增长 101.6%、144.4%，创多

年新高，各产区土壤含水量同步上升 13%-44%，水分储备充足，干旱风险显著降低，

尤其关键生育期的水分保障利于结荚鼓粒。温度呈现“昼凉夜暖”特征，最高温普遍低

于历史均值，未现极端高温胁迫，最低温温和上升，昼夜温差收窄至适宜区间，既减

少高温逼熟风险，又通过夜间温度提升促进根系发育与养分积累。 

图 18:  3 月底阿根廷大豆产区 NDVI 距平图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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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角度，阿根廷大豆产区植被指数整体表现良好，多数产区呈现不同程度提升。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 EVI 从历史均值 0.38 升至 0.45，LAI 从 1.55 增至 1.64，NDVI 从 0.60

提升至 0.72，三项指标均创 2005 年以来次高值（仅次于 2012 年），显示大豆长势修复

明显。科尔多瓦的 EVI 达 0.49（均值 0.38）、NDVI 达 0.72（均值 0.60），均为 20 年最

高，LAI1.61 较均值 1.51 增长 6.6%，植被健康度优势突出。圣达菲的 EVI 为 0.48、

NDVI 为 0.69 均高于均值，LAI 为 1.51 略低于均值 1.39，植被结构保持稳定。仅圣地

亚哥-德尔埃斯特罗 LAI 从均值 1.93 降至 1.43，降幅 25.9%，为 2013 年（1.55）以来最

低，但 EVI 为 0.40、NDVI 为 0.64 接近均值，表明长势虽有下降，但叶片光合效率未

显著受损。 

 

图 19: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豆 3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20: 科尔多瓦大豆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阿根廷大豆产区降水呈现“普增”态势，且多突破历史同期水平。布宜诺斯艾利斯累积降

水 134.68 毫米，较均值 66.80 毫米增长 101.6%，创 2005 年以来最高（超越 2012 年

103.46 毫米），25 厘米与 5 厘米土壤含水量分别达 0.2458 和 0.2647，较均值提升 31.5%

和 25.5%，水分储备充足。科尔多瓦降水 197.47 毫米，为均值 73.43 毫米的 2.7 倍，创

2007 年（198.97 毫米）以来新高，土壤含水量达 0.2751 和 0.2790，较均值分别增长

44.5%和 36.4%，根系吸水环境大幅改善。圣达菲降水 129.69 毫米，略高于均值 106.08

毫米，土壤含水量 0.2895 和 0.2885，较均值提升 15.8%和 13.0%，未现极端涝渍。圣

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降水 169.68 毫米，较均值 121.72 毫米增长 40.9%，土壤含水量

0.2521 和 0.2475，较均值提升 15.5%和 14.4%，干旱风险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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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圣菲大豆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图 22: 圣地亚哥大豆 3 月长势和环境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Sentinel 和 Landsat 卫星数据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温度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温 22.39℃，较均值 22.98℃微降 0.59℃，最低温

17.11℃，较均值 16.68℃上升 0.43℃，昼夜温差 5.28℃，接近大豆适宜生长的温差区间

（5-7℃）。科尔多瓦最高温 23.38℃，低于均值 24.56℃，最低温 18.90℃，高于均值

18.37℃，低温端提升利于延长夜间同化产物积累时间。圣达菲最高温 25.93℃，略高于

均值 25.49℃，最低温 20.70℃，较均值 19.43℃上升 1.27℃，未突破历史高温阈值

（2023 年 29.58℃）。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最高温 25.36℃，低于均值 26.02℃，最低

温 21.47℃，高于均值 20.99℃，热量条件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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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天气展望 

回顾北美冬季气候 

在拉尼娜的驱动下，北美冬季（2024 年 12 月到 2025 年 2 月）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异

常，虽然此次拉尼娜强度较弱，但影响程度却达到中等拉尼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

全球海平面温度上升带来了较大的干扰。 

具体来看，拉尼娜模式下，异常的热带太平洋现象往往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全球大气

环流，在北美区域主要会引起太平洋急流和盛行风暴路径的北移。风暴转向北美北

部，导致北美南部的气候比平均水平更加干燥。通过对比去年冬季的实际降水模式与

1991-2020 年冬季平均值，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低于平均水平，

亚利桑那州南部和新墨西哥州部分地区出现了创纪录的干旱。美国大陆北部地区，尤

其是阿拉斯加和太平洋西北部部分地区，以及中美洲更南部地区，降雨整体偏多。从

德克萨斯州东部、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向北和向东延伸的带状区域

则出现了极端的降水偏多状况。 

图 23: 美国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底降水距平  
图 24: 2025年 2月海面温度与 1985-1993年平均值的

对比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另一个对北美影响较大的则是极地涡旋，刚刚过去的冬季，极地涡旋一直很强劲，频

繁出现持久寒流和强烈的冬季风暴。例如，冬季风暴“杰特”袭击了五大湖区和美国东北

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雪、冻雨和暴风雪，寒流席卷北部平原，并蔓延至美国南部和

东部区域。部分区域降雪达到 16.4 英尺，温度骤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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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美国冬季寒潮降温分布  图 26: 美国冬季寒潮极端降雪分布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拉尼娜基本消退 

截至 2025 年 4 月 5 日，Nino3.4 区域海平面温度为+0.1℃，赤道太平洋基本从弱拉尼娜

现象转变为 ENSO 中性状态。依据各国标准，判定拉尼娜结束需要在中性水平保持一

段时间，但从拉尼娜各个驱动因素角度综合分析，此次拉尼娜事件已基本结束。 

后期来看，中性状态有望持续到 2025 年 9 月至 11 月。11 月之后各个模型之间存在较

大分歧，尽管目前拉尼娜发生的综合概率高于厄尔尼诺，但预测概率并不高，因此依

然存在较大的变数。 

图 27: IRI ENSO 预测  图 28: Nino3.4 指数周度走势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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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涡旋已减弱但尚未消散 

极地涡旋在这个冬季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超强风速，两周前它逐渐减弱，核心风从极

地向东移动。但是极地涡旋虽然逐渐减弱，但依然有一些波动。3 月北纬 60°的平流层

风从西风（来自西方）转为东风（来自东方），表明极地涡旋受到了严重干扰。涡旋离

开了极地，在北欧上空蜿蜒流动。 

图 29: 北纬 60 度极地涡旋风速与历史均值比较  图 30: 美国 4 月春季寒潮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最新预测表明，极地涡旋难以在本季恢复到其在极地的正常位置或再次增强。根据这

些预测，北纬 60°的风向将保持东风，北欧上空的极地涡旋残余将消散。因此，3 月变

暖事件很可能是本季平流层最后一次变暖。强烈的平流层变暖事件，导致极地涡旋瓦

解。给美国东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带来极端降温，并给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带来一些

春季降雪。 

后期来看，平流层变暖事件的残留将还会影响美国和加拿大一段时间，根据预测模

型，加拿大东部和美国东北部持续存在低压区。这使得美国东部和加拿大东部持续存

在向北的气流。美国西部和加拿大北部存在高压区。这将给美国西部和中部以及加拿

大西部部分地区带来高于正常水平的气温。美国北部、中西部北部以及加拿大南部部

分地区的降水量将略高于正常水平。美国南部、东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本阶段的降水

量预计将减少。 

 

 

 



卫星农业专题丨 2025/04/10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17 / 19 

展望北美长期天气 

长期来看，根据 ECMWF 预测，6 月份加拿大北部上空，甚至可能在美国南部上空，

都出现了低压区。在这两者之间，您可以看到一条高压异常带。由于高压系统顺时针

旋转，形成了一股来自大西洋的东向气流，五大湖上空的高压区可能会形成一股偏东

向的气流流入美国东部，使得美国东部的暖异常减弱，使初夏美国东部的气温保持在

更正常的范围内。美国其他地区气温将高于正常水平，尤其是西部、北部和南部平原

地区。加拿大中南部地区气温也将高于正常水平。 

美国东部将出现来自大西洋东风引起的水汽运动。美国东部和东南部以及加拿大中部

部分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增加。美国南部平原、北部和东北部以及加拿大南部部分地区

的降雨量将比往年少。 

图 31: 北美 6 月温度距平预测  图 32: 北美 6 月降水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7 月份，太平洋西北部和美国东北部将分别出现一个高压区，而加拿大北部区域气压会

明显偏低，因此 7 月天气系统会较为不稳定。温度方面，因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气压扰

动，限制热浪发展，所以美国东部和东南部区域温度会较为正常。但西北部区域以及

大平原区域会存在温度偏高的趋势。 

降水方面，美国中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美国西南部和加拿大

东部的降雨量预计高于正常水平。但美国东部地区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这个现象较

为反常。所以该区域呈现出一种更加不稳定的天气模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异常天气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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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北美 7 月温度距平预测  图 34: 北美 7 月降水距平预测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IRI NOAA CFS ECMWF BOM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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