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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与评估是遥感应用中最有潜力的领域。《环境遥感监测与应用》从环境监测系统发展角度，
阐述了环境遥感在环境监测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主要应用领域；介绍了辐射度测量、地表生物物理
参数测量的基本度量指标与方法，以及对地观测与地面测量协同的重要性：论述了数字图像处理、专
题信息提取与模型反演原理、基本流程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本书以区域生态、地表水环境、大气环
境以及城市环境为研究对象，从遥感监测指标、遥感信息反演以及典型案例应用三个方面系统地开展
了遥感在环境监测与评估中的实证研究。
《环境遥感监测与应用》可作为环境、地理、生态、资源、城市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
作为环境保护及相关专业科研与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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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光谱数据库概述（一）定量遥感的发展随着空间遥感技术的进步，成像光谱技术
不断发展。遥感数据获取由多光谱、高光谱至超光谱，遥感器光谱范围不断拓宽、光谱分辨率不断提
高、波段连续性逐渐增强，可以获得地物的连续光谱曲线，定量分析地球表层生物物理化学过程与参
数，精确解译遥感图像，由此使得遥感数据的信息挖掘由“粗糙”走向“精细”，地物识别由“间接
”变为“直接”，解译由“定性”到“定量”（田庆久，2002）。由上述可知，目前地球表面数据获
取的技术和方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成果，从遥感数据中提取所需的地表信息的研究己进入了定
量分析阶段。但是，目前遥感科学在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结合上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定量遥感的研究
成果大多停留在科学论文和研究项目总结报告中，遥感应用需要的地表信息大多是采用通用遥感图像
处理软件处理得到。缺乏成熟的遥感模型和足够的先验知识数据的支持是当前定量遥感发展的主要障
碍（王锦地，2009）。（二）光谱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地物光谱对于地物分类、目标识别具有指导意义
，是联系遥感基础研究与应用的桥梁，因此要从遥感信号中定量提取地表信息，必须是以地物光谱特
征数据获取与分析为基础。特别是针对高光谱数据而言，只有在事先获取地物种类足够多、光谱数据
足够精细、特征分析足够准确的情况下，才能体现高光谱影像属性信息精细探测的优势。地物光谱数
据库，主要是指对地面目标光谱特征测量、光谱反演数据、环境参数等数据信息进行存储、管理、显
示和检索的数据库系统。以光谱库为依据对地物进行分类识别是高光谱遥感分析的基础工作，在分类
识别过程中光谱库起判别标志的作用。同时，光谱数据库对提高分类识别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高光谱成像光谱仪产生了庞大的数据量，如一个TM波段只记录1个数据点，而AVIRIS（航空可见
光／红外光成像光谱仪）记录这一波段的光谱信息需要10个以上的数据点，并且随着波段数的不断增
加，数据量呈指数增长，因此，研究地物光谱采集、建立地物光谱数据库，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保
存、管理和分析光谱信息，是提高遥感信息的分析处理水平并使其得到高效、合理应用的唯一途径，
是实现高光谱影像地物属性探测的精细化、定量化、自动化的技术基础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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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学习而逼不得已买的，跟这次买的其它小说相比，阅读兴趣不大，但书的感觉非常好，耐下
心来应该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2、作大气环境的可以参考参考！
3、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还不错 值得一看
4、实例很丰富，可以动手实践，也可以按需使用。总之是一本有内容的好书！
5、我是学遥感专业的，这本书很实用，有帮助
6、还能说过去，送到时间比预计晚了一天。书写的不错，再细致些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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