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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理论与实践》是在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区生态农业动态监测技术引进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黄河中游重点支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黄土高原小流域
坝系监测等项目成果基础上编写完成的。全书共分四篇十九章，在阐述水土保持遥感监测基础理论的
同时，更加注重总结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工作的实践与经验，对指导区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研究遥感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理论与实践
》适合水土保持、土地利用、地理信息、环境遥感等监测与管理专业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及应用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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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方便与其他参考资料的专题地图接轨，特设计两条标准纬线，即北纬25°和47°
，中央经线为东经105°，坐标原点位于赤道0°与东经105°的交点上，采用克拉索夫斯基椭球体，经
差取值半度，纬差取值20分。成图比例尺分母取1，即获得不带比例尺的大地坐标。 该投影的等变形
线与纬线一致即为一组同心圆弧，面积比P=1。该投影在两条标准纬线上无长度、面积和角度变形。
角度变形和长度变形向制图区域的两边和中间逐渐变大。据估算黄河流域最北约北纬42°处，其长度
变形为—0.0139，角度变形为—1.6071°，最南约北纬32°处，其长度变形为—0.0151，角度变形为
—1.4404°，中间在北纬36°处，而它们的长度变形则为—0.0183，角度变形为—2.1148°。已经符合
高精度投影设计的要求。同时也便于与我国其他流域成图拼接。 另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专
题图形成果，可很方便地转成专门为黄河流域设计的独立投影体系，其最大长度变形和角度变形将会
更小。10.4 TM卫星遥感影像几何纠正技术研究10.4.1 TM卫星遥感影像纠正技术原理 TM卫星遥感影像
存在着各种误差，这些误差大体可分为3类：外部误差、内部误差及处理误差。外部误差主要是由于
外部因素引起的，如地球曲率、大气折光、地形起伏、地球自转、遥感器轨道位置及姿态等引起影像
变形；内部误差是由于遥感器本身产生的误差，如因探测器灵敏度不同或电子处理系统噪声引起；处
理误差和影像的产生、传递和复制有关，如纠正值误差和残存误差等。在这3种误差中，有的对遥感
图像的几何位置产生影响，称几何误差；有的对遥感图像的密度（灰度、灰阶）产生影响，称辐射误
差。由于这些误差的存在，导致遥感影像模糊，并有几何变形。 为了消除误差，必须对TM卫星遥感
影像进行几何纠正处理，包括粗处理和精处理。粗处理是根据接收的图像数据和遥感数据对由于卫星
运行过程中遥感器、地表状况等引起的系统几何误差和辐射误差进行校正，以及分幅和注记。精处理
是利用地面控制点和遥感数据对粗处理过的图像进行进一步校正，并纳入某种地图投影。TM卫星影
像虽然已经经过地面站的粗处理，但仍含有一定的几何误差，因此需要进行精处理——几何纠正。
TM卫星遥感影像的几何纠正就是将含有各种变形误差的图像，纳入某种地理坐标投影。它一般分为
光学纠正和数字纠正。TM卫星遥感影像的光学纠正大多是在航测仪器上进行，通常采用分块纠正和
仿射纠正的方法。光学纠正只能纠正图像中的线性变形部分，属于近似纠正，成图精度相对较低，目
前应用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纠正方法的广泛使用。 TM卫星遥感影像的数字纠正是指通过
计算机对离散结构的数字图像中的每个像元逐个进行纠正的方法，它能精确改正动态扫描图像所具有
的各种误差。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影像坐标和地面坐标（或地图）问的数学关系，即输入和输出图像
间的坐标变换关系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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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监测理论与实践》以“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区生态农业动态监测系统技术
引进项目”为基础，总结与归纳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普查及相关技术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遥
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黄河中游重点支流黄甫川流域水土保持动态监测项目，同时，参考了有关“3S
”方面的论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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