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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反映环境
质量状况和趋势，准确预警各类环境突发事件”。
如何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环境监测的能力和水平正成为我国环境监测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
战。
环境遥感具有大范围、快速、连续、动态、可视、大信息量等特点，作为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基
础性的新型支撑技术，在我国环境监测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为此，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1998年就与国家减灾委员会联合提出了建立“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
星星座系统（简称环境一号卫星）”项目方案，旨在将卫星遥感技术全面引入我国环境监测工作，实
现对全国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天一地一体化的动态监测，2002年项目方案得到国家正式批准
。
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首颗环境卫星终于在2008年成功发射。
随着环境一号卫星系统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卫星在应用和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关键技术问题。
环境保护部审时度势，适时启动了“环境一号卫星环境应用系统工程及其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对卫
星数据处理、环境参数反演、应用模型研发、业务系统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系统构建了包
括技术标准与规范体系、模型与技术方法体系、软件平台与支撑系统体系、产品生产与分发体系、业
务示范与运行体系在内的完整的环境一号卫星应用技术体系，并围绕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了大量业
务应用示范。
2009年7月，该项目成果通过了环境保护部组织的“环境一号卫星环境应用系统及其关键技术研究”项
目成果鉴定会的鉴定，专家鉴定意见为“该项成果填补了我国环境卫星应用系统研发、运行及其关键
技术研究的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使项目成果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应用，项目组将主要成果总结出来，汇编成册，以供大家参考。
该项目是在环境保护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完成的，各有关部门自始至终对项目开展给予了
悉心的指导和大力的支持，项目组全体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成果来之不易。
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卫星系统发展和环境遥感关键技术研究的力度，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上狠下工
夫，加快天一地一体化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步伐，争取借助卫星遥感使环境监测迈上新台阶，为
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发生历史性转变、探索和实践环境保护新道路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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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9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环境卫星遥感监测需求分析；第3章为环境一号卫星系统
；第4章为环境一号卫星图像处理；第5章为基于环境一号卫星的地表水环境遥感监测方法；第6章为基
于环境一号卫星的环境空气遥感监测方法；第7章为基于环境一号卫星的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方法；第8
章为环境一号卫星数据标准与规范；第9章为环境一号卫星环境应用系统。
     本书适合于环境遥感监测与管理专业人员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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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环境遥感监测评价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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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选图像对参与镶嵌的卫星图像除共同的质量要求外，还应考虑成像时间和系统处理条件尽可
能比较接近，以减少后续的色调调整等工作量并降低工作难度。
同时应根据图幅分布情况，选出处于工作区中心部位的一幅图像作为镶嵌的基准像幅，然后对上下左
右相邻图像进行几何配准，确定重叠区。
2.相邻图像几何配准在相邻图像的重叠区选取控制点，分布要均匀。
控制点初选后，应进行优化，剔除那些几何坐标误差超限的点对，采用多项式拟合变换，把相邻图像
校正到基准图像上去。
也就是以控制点为基础，对相邻图像重叠区内的影像差异进行平差，以达到两者的一致。
几何配准后，重叠区就随之确定。
3.相邻图像色调调整色调调整是决定遥感图像数字镶嵌质量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需镶嵌的相邻图像，由于成像日期、系统处理条件可能有差异，不仅存在几何畸变问题，而且还存在
辐射水准差异导致同名地物在相邻图像上的灰度值不一致的问题。
例如，不进行色调调整就把这种图像镶嵌起来，即使几何配准的精度很高，重叠区复合得很好，但镶
嵌后两边影像的色调差异明显，接缝线十分突出，既不美观，又影响对地物影像与专业信息的分析与
识别，降低应用效果。
色彩平衡用于在镶嵌前去除单幅影像的亮度变化。
有两种亮度变化模型供选择：Parabolic和Linear Parabolic为椭球模型，对应于影像亮度由中心向边缘逐
渐变暗的情况，适用于大多数在可见光波段垂直成像的图像。
Linear为线性模型，对应于影像亮度沿一个斜面单调变化的情况，适用于雷达影像等侧向成像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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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环境一号卫星的生态环境遥感监测》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环境一号卫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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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