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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师范类地理系列教材:遥感原理与应用实验教程》介绍了遥感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其中包括特征参数的实测实验原理和方法，如地面特征参数和水体光学特性参数的测量；遥感数
据预处理的原理和方法，如遥感数据准备、辐射校正、影像增强等；遥感解译原理与方法，如遥感目
视解译与计算机分类；遥感应用的概念、方法、技术规范和流程，如植被遥感、土地遥感、水色遥感
、生态环境与灾害遥感应用等。
全书结合实验案例介绍了遥感及相关非遥感仪器设备的原理及使用方法，以及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在遥
感实验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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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影像分析 首先，必须对所用解译影像的一些基本属性，如影像来源、合成方案、
分辨率和影像比例尺等有所了解。
其次，根据调查的目的，如对区域土地利用／覆盖的调查，或是对某特定目标的识别等，在以上地物
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解译用的影像，进行认真观察与分析。
 5.实地踏勘建立解译标志 解译标志建立中，专业人员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为了提高解
译标志建立的精度，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应该进行实地勘察，特别是在一个不熟悉的地区，一般
进行路线性踏勘即可。
踏勘前须在室内通过影像的初步分析，确定踏勘路线。
踏勘路线要考虑到穿过调查区域尽可能多的地物类型和主要疑难的地物类型，如地质或地貌遥感调查
中，踏勘路线尽可能地横切地层走向，同时兼顾交通等情况。
踏勘中须注意影像点位和实地位置及方位的吻合。
目前多采用3S结合的方法，用GPS进行样点的准确定位。
此外，要注意影像获取的时相和踏勘时间的差异，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影像较老，现状已发生
变化；二是影像的季相与踏勘时的差异，导致植被、农作物等的变化。
经实地踏勘、整理分析后，解译标志基本建成。
 四、解译标志的描述 一般解译标志建立后要形成“解译标志一览表”，便于解译中使用，也便于其
他人进行检查和参考。
往往很多初学者在建立解译标志后虽形成认识，但落实不到文字上，因此，对解译标志的准确描述也
是很重要的。
解译标志的描述指标和文字主要有6方面。
 （1）色调 从浅到深有白、灰白、淡灰、浅灰、灰、暗灰、深灰、淡黑、浅黑、黑等； （2）色彩 极
其丰富，一般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为基调再加上一些形容词。
如红色有褐红、深红、桃红、橘红、粉红等； （3）形状 线形（直线形、曲线形）、面状、长方形、
长条形、带状、扇形、斑状等； （4）纹理 点、斑、块、格、条、线、纹、链、垄、栅等形式，又有
粗细、疏密、宽窄、长短、直斜、圆弧、放射、平行、羽状、绒毛状、均匀、连续、断续、隐显等多
种组合类型； （5）图形 树枝状、环状、扇状、辨状、格状、平行状、羽毛状、网状、放射状、倒钩
状等； （6）几何组合类型 均一型、镶嵌型、穿插型、杂乱型等。
 第二节解译方法与步骤 一、遥感目视解译的方法 由于遥感信息的模糊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遥感
目视解译要采取由整体到局部、由易到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
要多对照地形图、实地或熟悉地物的观测，增强立体感和景深印象，以纠正视觉误差，积累经验。
为了提高解译结果的正确性、可靠性，需要结合辅助数据、专业知识，进行遥感与地学的综合分析。
遥感目视解译不仅要求解译者掌握、分析研究对象的波谱特征、空间特征、时间特征等，了解遥感影
像的成像机理和影像特征，而且离不开对地学规律的认识以及对地表实况的了解。
事实上，从遥感影像上所获得信息的类型和数量，除了与研究对象的性质、影像质量密切相关以外，
还与解译者的专业知识、经验、使用方法及对干扰因素的了解程度等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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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师范类地理系列教材:遥感原理与应用实验教程》可作为遥感专业本科生、研究生
教材，也可供广大遥感应用研究工作者使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遥感原理与应用实验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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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