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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9章，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微波遥感基础内容的介绍，主要包括微波遥感的基
本概念、微波遥感的发展过程，以及微波遥感的理论基础——平面电磁波的传播和电磁场与介质的相
互作用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关于微波遥感技术的介绍，包括微波有源和无源遥感系统等；第三部分是
关于遥感图像处理和微波遥感应用等内容的介绍。

　　通过本书的学习，使学生对微波遥感理论与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典型遥感器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
并了解微波遥感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本书可作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从事微波遥感理论与技术研
究的专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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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波遥感导论》内容方面偏重于一些微波遥感基本原理和技术的介绍，但是作为导论，避免了
一些复杂公式和理论的推导，更加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目的是使相关领域的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对微
波遥感有个比较系统的认识，为进一步从事微波遥感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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