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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海岸带遥感应用》

内容概要

遥感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高技术学科，在海洋与海岸带领域中得到了
日益广泛的应用，对海洋科学的研究和经济的发展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书综合了海洋、海岸带、海洋大气诸学科领域中遥感技术的应用现状与
应用前景，以适应我国海洋和海岸带调查、开发、管理、保护，以及研究
对遥感的实际需求。
本书内容包括遥感发展的历史；遥感的波谱学原理；各类遥感平台及
其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图象处理与解译方法；可用于海洋和海岸带遥感的
一些重要的航天航空遥感系统；遥感技术在海洋与海岸带诸领域中，如水
文气象、地质地貌、生物生态、物理、化学、海洋与海岸带环境、工程、开
发管理、海洋大气理化场、海一气相互作用和海洋学其他方面的应用；海洋
与海岸带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遥感应用的方法学等方面。
本书涉及的学科内容广泛。可作为海洋与海岸带各学科研究人员和遥
感技术应用与研究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可作大学有关专业的学生
和研究生的补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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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陆地卫星轨道与地面站
第七节 斯波特（SPOT）卫星
一SPOT卫星的特点
二SPOT卫星的技术性能参数
第八节 海洋卫星―A（Seasat－A）
第九节 海洋观测卫星M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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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岸带海岛植被生态遥感
一 植物的电磁波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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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海滩涂红树林及其意义
三 红树林植被遥感
四 红树林生态与红树林生态遥感
五 滩涂资源调查
第十一章 海岸带海岛地质地貌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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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航空航天遥感影象的二维平面测量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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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岸滩动态过程的监测研究与制图
第三节 海岸带海岛地质遥感
一 地质构造研究―线性构造与环形构造
二 岩性识别
三 找矿标志
四 新构造运动
五 地质填图
六 航天合成孔径雷达的古地质古地貌遥感研究与制图
第十二章 沿海城市遥感
第一节 城市布局、土地利用、交通航运与旅游资源
第二节 城市和港口的动态监测
第三节 城市环境污染和环境地质
一 城市环境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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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探测内波
二 机载雷达观测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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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见光遥感
二 红外波段遥感海面流场与锋面
三 雷达高度计遥感大尺度海流

Page 6



《海洋与海岸带遥感应用》

四 合成孔径雷达遥感近岸海面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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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洋生态遥感与渔场遥感预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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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紫外遥感
三 红外遥感海面油膜
四 微波遥感海面油膜
五 激光荧光探测海面油膜与油种
六 海面污油的其他遥感监测技术
七 机载综合遥感系统监测海面油膜
第二十一章 遥感在海洋污染监测和海洋化学调查中的应用
第一节 水体热污染
第二节 近海、河口、港湾水体污染的遥感监测
一 污染水体及其波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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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污染源及其输移）
三 港湾污染
四 入海污染物的迁移扩散
第三节 赤潮遥感监测
第四节 海洋倾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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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见光波段遥感海水盐度
二 微波辐射计遥感测盐
第七节 海水中可溶性有机物（DOM）的遥感测量
一 海水中的可溶性有机物（DOM）
二 黄色物质对光的吸收特性和衰减系数
三 黄色物质的荧光发射
四 黄色物质对水体遥感的影响
五 水中黄色物质（DOM）的遥感测量
第二十二章 遥感在海洋调查研究其他方面的应用
第一节 海平面与海洋水准面
一 雷达高度计海面测高
二 海平面、海面地形与海洋水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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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见光遥感测深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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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卫星导航
二 海上通信
三 海难救助
第六篇 海洋大气遥感
第二十三章 海洋大气理化场遥感与海一气相互作用
第一节 大气中云的遥感观测
一 云的运移与天气
二 云层高度
第二节 大气云量、可降水量和海面湿度场遥感测量
一 云量
二 可降水量和雨率
三 卫星遥感海面大气湿度场
第三节 海洋大气温度廓线（垂直剖面）遥感探测
一 红外辐射仪大气温度廓线探测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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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波辐射仪大气温度廓线的探测原理与应用
三 海洋大气三维温度场遥感探测
第四节 海洋大气组分和大气污染的航天遥感探测
一 大气中的CO
二 大气层中的臭氧
三 尘暴与大气气溶胶
四 大气污染源遥感观测
第五节 地面遥感大气（物理场和化学场）探测
一 微波雷达
二 地面遥感探空系统
三 激光雷达
四 声雷达大气遥感探测
第六节 海洋一大气相互作用与遥感
一 海一气边界能量的交换形式和物理量的提取
二 海洋一大气相互作用与遥感观测
三 海一气能量交换遥感观测
四 海一气间大尺度水文气象过程热力相互作用现象的遥感观测
第七篇 遥感应用方法学与海洋海岸带遥感的发展
第二十四章 遥感应用的方法学问题
第一节 遥感应用的方法学问题
一 认识和设计阶段。解决“能做什么？’
二 执行阶段。解决“怎么做（样）？”
三 多学科综合研究分析阶段。解决“为什么？”
四 遥感应用的高级阶段。解决“怎么办？”
五 海洋、海岸带调查研究与决策管理中的信息系统现代技术应用
第二节 遥感信息源的时空尺度与应用时的选择
一 选用不同的传感器信息源
二 选择适用的地面分辨率
三 覆盖频度
四 选用合适的遥感资料与应用实例
第二十五章 海洋与海岸带遥感发展的趋 势
第一节 遥感基础研究与遥感技术设备的进展
一 水体与地物波谱
二 新一代传感器
三 遥感影象和数据的处理解译
第二节 进一步的卫星发射计划
一 海军海洋遥感系统卫星（N―ROSS）
二 洋面地形起伏测量实验卫星（TOPEX/POSEIDON）
三 欧空局遥感卫星（ERS－1）
四 地球势场研究卫星（GRM）
五 海洋水色成象仪（OCI）
六 美国下一代地球同步卫星（GOES－NEXT）
七 日本的J－ERS－1和ADEOS卫星
八 加拿大雷达卫星（Radarsat）
九 美国“陆地卫星6”号（Landat－6）
十 我国的“海洋卫星”
第三节 全球海洋－大气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一 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TOGA）研究计划
二 世界大洋环流实验（WOCE）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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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海洋通量研究（JGOFS）计划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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