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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岩石力学（RSRM）是遥感科学、岩石力学和信息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
本书由12章组成。
第1章介绍RSRM的起源与发展；第2-4章介绍RSRM三大科学基础的主要知识，包括遥感的物理基础、
遥感技术发展与应用、岩石性质与力学行为、岩石实验测试技术、遥感成像与图像处理、实验热像处
理与信息融合；第5-10章介绍RSRM基础实验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单轴加载、双轴加载、黏滑和压剪
加载岩石的红外辐射规律、特征与分析，岩石撞击的红外辐射规律与定量反演，断裂辐射热像与数值
试验对比研究：第11章总结分析岩石受力破裂前兆的类型、特征、机理及影响因素，提出构造地震卫
星遥感短临分析的指标、方法与遥感模型；第12章针对构造地震卫星遥感异常的4个典型案例，结
合RSRM基础实验研究成果进行比照分析，讨论震前卫星热红外遥感异常的机理。
    本书可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
遥感、岩石力学、地球物理、采矿工程、工程力学、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等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教学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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