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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下水科学专论》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材，共分9章，阐述地下水科学若干专门领域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理论。
内容涉及：①现代技术方法，包括遥感的原理及其应用和同位素方法及其应用；②特殊类型地下水，
包括地下热水、地下卤水和天然矿泉水；③特殊地区地下水，包括海岸带地下水、干旱区地下水和多
年冻土区地下水。
　  《地下水科学专论》可以作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专业等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专业的生产、科研、管理人员和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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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图2.5中土壤的反射光谱曲线显示土壤反射率的峰、谷变化较为平缓，这是因为影响
土壤反射率的因素较少作用在固定的波段范围。
影响土壤反射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土壤含水量、土壤结构（砂、粉砂及黏土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表
面粗糙度、铁氧化物的存在以及有机物的含量等，而且这些因素是复杂的、可变的、彼此相关的。
例如，土壤水分的存在将会降低反射率。
而对于植被，这种影响在大约1.4μm、1.9μm和2.7μm处水的吸收波段上最为明显。
土壤含水量与土壤结构之问存在密切的联系：粗粒的砂质土壤通常排水性好，因而含水量较低，反射
率相对较高；排水性差的细粒结构的土壤通常具有较低的反射率。
然而，如果没有水分的存在，那么土壤本身的反射率将会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粗粒结构的土壤由于
反射率较低而在亮度上比细粒结构的土壤更加灰暗。
因此，一种土壤的反射光谱特性仅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才具有一致性。
另外两个降低土壤反射率的因素为表面粗糙度和有机物含量。
而土壤中含有铁的氧化物至少会在可见光波段明显降低土壤的反射率。
 关于水的光谱反射率，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近红外及其更长波段的能量被水体所吸收。
简而言之，不论是水体本身（如湖泊、河流），也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存在于植物与土壤中，水分对这
些波段能量的吸收永远都是存在的。
水体的这种吸收特性，使利用近红外波段的遥感数据来定位和描绘水体变得非常容易。
尽管如此，水体的其他各种特征主要还是通过可见光波段来反映。
在这些波段区间内的电磁辐射能量与物质问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并依赖于若干相互联系的因素
。
例如，水体的反射辐射可以来自于水体表面（镜面反射）、水中悬浮物，或者水体底部。
即使是在深水中，其底部的影响可以忽略，但是决定水体光谱反射特性的因素不仅是水体本身，还有
悬浮在水体中的各种物质。
 清澈的水体对于波长小于0.6μm的波段吸收很少，这些波段对于水体具有很强的透射性，其中尤以光
谱中的蓝一绿波段的透射性最强。
尽管如此，随着水体混浊度的变化（由于有机物或无机物的存在），会引起透射率继而引起反射率的
急剧变化。
例如，因土壤侵蚀而含有大量悬浮沉积物的水体，其可见光的反射率一般比相同自然地理区域的清澈
水体高得多。
同样，水体的反射率也会随着所含叶绿素浓度的变化而变化。
叶绿素浓度的增加导致水体在蓝光波段的反射率降低，而在绿光波段的反射率增加。
这种变化规律已经被应用于通过遥感数据监测藻类的分布并估算其浓度。
此外，反射率数据也可以用来测定低地沼泽植物中有无丹宁酸以及探测如石油和某些工业废物之类的
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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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地下水科学系列教材:地下水科学专论》可以作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水文地质与工程
地质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等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专业的生产、科研、管理人员
和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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