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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资源勘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地质出版社在长沙组织召
开了“全国高等院校高职高专资源勘查类专业教学改革及教材建设研讨会”。
在本次会议上决定编写高职高专教材《遥感地质学》，设计其编写内容为60学时。
　　编者在承担本教材的编写任务后，对生产单位进行了实际调研，分析了研究相关院校的教学大纲
，总结自身的教学、科研经验，并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最终完成了教材的编写工作。
与同类其他教材相比，本教材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教材素材广泛、内容较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遥感技术不断有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涌现。
如大量的卫星发射成功，提供了丰富的遥感信息源；高光谱成像技术提高了图像识别与空间分析能力
；多源信息的融合丰富了地学理解与分析能力。
为了突出遥感科学技术的时代性，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收集新的素材、资料，力图使教材的编写
内容体现时代感，并与实际生产工作相接轨。
　　其次，教材的实用性较强。
当前，遥感信息已成为地质学研究和工作的重要信息源，遥感技术也成为地质工作者从事地质工作的
重要手段和方法。
为配合这种发展的需要，教材首先介绍了遥感基础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遥感图像解译方法
。
关于遥感图像的解译，教材弱化了传统的解译手段，突出了航天遥感图像计算机解译的理论和方法介
绍，希望配合遥感地质学的实践教学工作，能够达到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
　　最后，教材注重结构与内容的设计、编排。
遥感地质学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课程，其涉及的内容涵盖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地球科学、
数学以及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因此课程的难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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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院校资源勘查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遥感地质学》针对高职高专院校资源勘查类专
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需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遥感地质学的基本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介绍了有关遥感技术的基础知识，主要涵盖遥感的基本概念、电磁辐射
与地物波谱特征、遥感成像机理、遥感图像特征、遥感图像处理基本知识及解译分析基本方法；其次
阐述了遥感技术的地学应用，包括各类地质体及地质构造的遥感解译标志、地学信息的提取方法、地
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结合在地学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最后介绍了遥感技术在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及基本工作方法。
　　本教材适用于高职高专遥感、地质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理信息系统等专业的选用教材，也可
供资源勘查类相关专业的学生及野外地质工作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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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监督分类的结果明确，分类精度相对较高，但对训练样本的要求较高，因此，使用时须注意应用
条件，某一地区建立的判别式对别的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
此外，有时训练区并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波谱样式，会造成一部分像元找不到归属。
故实际工作中，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常常是配合使用，互相补充的，使分类的效率和精度进一步提
高。
　　基于最大似然原理的监督法分类的优势在于如果空间聚类呈现正态分布，那么它会减小分类误差
，而且分类速度较快。
监督法分类主要缺陷是必须在分类前圈定样本性质单一的训练样区，而这可以通过非监督法来进行，
即通过非监督法将一定区域聚类成不同的单一类别，监督法再利用这些单一类别区域“训练”计算机
。
通过“训练”后的计算机将其他区域分类完成，这样避免了使用速度比较慢的非监督法对整个影像区
域进行分类，在分类精度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分类速度得到了提高。
具体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非监督分类。
这些区域尽可能包括所有感兴趣的地物类别。
这些区域的选择与监督法分类训练样区的选择要求相反，监督法分类训练样区要求尽可能单一。
而这里选择的区域包含类别尽可能得多，以便使所有感兴趣的地物类别都能得到聚类。
　　第二步，获得多个聚类类别的先验知识。
这些先验知识的获取可以通过判读和实地调查得到。
聚类的类别作为监督分类的训练样区。
　　第三步，特征选择。
选择最适合的特征图像进行后续分类。
　　第四步，使用监督法对整个影像进行分类。
根据前几步获得的先验知识以及聚类后的样本数据设计分类器，并对整个影像区域进行分类。
　　第五步，输出标记图像。
由于分类结束后影像的类别信息也已确定，所以可以将整幅影像标记为相应类别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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