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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影像地形校正理论基础与方法应用》针对复杂地形区地表地形特征、太阳辐射过程以及遥感影
像的特点，从遥感影像地形校正的理论基础、地形校正模型方法及地形校正方法应用三个方面进行系
统总结与分析。
分析地表特征与数字地形、辐射传输过程、遥感影像的地形效应，开展遥感影像地形校正方法总结与
述评，构建考虑散射辐射和临近地表反射辐射的地形校正物理模型以及简单高效的经验模型，分析不
同精度DEM对遥感影像地形校正效果的影响，并从土地遥感分类、植被参数遥感提取、地表反照率遥
感反演、地表温度遥感反演、蒸散发遥感反演等方面探讨地形校正方法的应用。

《遥感影像地形校正理论基础与方法应用》可供遥感、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流域水文等学科的科研
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有兴趣的应用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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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空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是指遥感影像上能够识别的两个相邻地物的最小距离。
对于摄影影像，通常用单位长度内包含可分辨的黑白“线对”数表示（线对／毫米）；对于扫描影像
，通常用瞬时视场角（IFOV）的大小来表示（毫弧度，mrad），即像元，是扫描影像中能够分辨的最
小面积。
空间分辨率数值在地面上的实际尺寸称为地面分辨率。
对于摄影影像，用线对在地面的覆盖宽度表示（m）；对于扫描影像，则是像元所对应的地面实际尺
寸（m）。
如陆地卫星多波段扫描影像的空间分辨率或地面分辨率为79m（像元大小56m×79m）。
但具有同样数值的线对宽度和像元大小，它们的地面分辨率不同。
对光机扫描影像而言，约需2.8个像元才能代表一个摄影影像上一个线对内相同的信息。
空间分辨率是评价传感器性能和遥感信息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识别地物形状大小的重要依据（百度
百科，2011）。
 空间分辨率是指地面上多大的地物在图像上反映为一个像元点；反之，也可以说图像上的一个像元代
表地面上多大的一块面积。
 2.时间分辨率 时间分辨率是指在同一区域进行的相邻两次遥感观测的最小时间间隔。
对轨道卫星，亦称覆盖周期。
时间间隔大，时间分辨率低，反之时间分辨率高。
时间分辨率是评价遥感系统动态监测能力和“多日摄影”系列遥感资料在多时相分析中应用能力的重
要指标。
根据地球资源与环境动态信息变化的快慢，可选择适当的时间分辨率范围。
按研究对象的自然历史演变和社会生产过程的周期划分为5种类型：①超短期的。
如台风、寒潮、海况、鱼情、城市热岛等，需以小时计。
②短期的。
如洪水、冰凌、旱涝、森林火灾或虫害、作物长势、绿被指数等，要求以日数计。
③中期的。
如土地利用、作物估产、生物量统计等，一般需要以月或季度计。
④长期的。
如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冰川进退、湖泊消长、海岸变迁、沙化与绿化等，则以年计。
⑤超长期的。
如新构造运动、火山喷发等地质现象，可长达数十年（百度百科，2012）。
时间分辨率对分析地物动态变迁、监测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遥感应用上，用于进行作物长势动态、灾害等地表变化快的监测，应使用时间分辨率高的观测
资料（甘肃省遥感协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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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影像地形校正理论基础与方法应用》由高永年、刘传胜、王静编写，共分13章，主要涉及3个方
面内容，即遥感影像地形校正理论基础、地形校正模型和遥感影像地形校正方法应用。
可供遥感、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流域水文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有兴趣的应用人
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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