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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对所完成的国家863计划项目“环境遥感监测软件平台与业务运行示范”等成果的提炼和总
结。
本书围绕太湖水环境遥感模型和软件系统的研究，系统地介绍了太湖水环境遥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给出了太湖水环境遥感实验的技术方案和遥感监测软件设计，阐述了太湖水面光谱及水质数据采集分
析、水环境遥感建模以及水环境遥感平台软什开发方法。
以太湖水环境遥感应用示范为例，说明了太湖水环境遥感实验软件平台的实际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验数据翔实，可供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大专
院校师生，以及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城市等部门从事遥感和GIS应用的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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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太湖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实验背景1.1　太湖水体概况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是我国第三大淡
水湖，流域总面积36500km2，行政区划分属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
流域内分布有特大城市上海市，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4个地级市，浙江省杭州：嘉兴、湖
州3个地级市，共有30县（市）。
太湖是集饮用、农灌、航运、旅游、水产养殖和工业用水于一体的多功能水体，在流域工农业生产、
人民生活等方面地位十分重要。
湖体水面面积2338km2，平均水深1.89m，多年平均水位3.05m，蓄水量47亿m3，多年平均人湖水量41
亿m3，换水周期约为300天，环湖出入湖河道共有100多条。
太湖西南部上游来水，主要来自浙江天目山脉的东、西苕溪和来自苏皖界山和茅山山脉的荆溪。
东、西苕溪在湖州汇合后，主流由长兜港、小梅口注入太湖，其余由吴兴、长兴“七十二溇港”分散
入太湖，另有一部分通过塘水路直接东泄。
荆溪正流由宜兴大浦口注入太湖，洮湖、涌湖地区来水则由宜兴百渎流人太湖，另有一部分经京杭大
运河直接东泄。
吴兴、长兴沿湖诸溇港和宜兴百渎均有横塘连接，水量可以互相调节。
太湖东北面出水也有上百条漤港（已湮废不少），其中主要的有梁溪口、沙墩口、胥口、鲇鱼口、瓜
泾口、南厍等，越过京杭大运河入阳澄、淀泖湖群，再通过黄浦江、吴淞江和太仓、常熟问众多港浦
入长江、人海。
京杭大运河纵贯太湖北、东、南三面，沟通了众多东西向的排水河道，起着相互调节的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湖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实验及其软�>>

编辑推荐

《太湖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实验及其软件实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验数据翔实，可供遥感与地理
信息系统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师生，以及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城市等部门从事
遥感和GIS应用的人员阅读使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湖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实验及其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