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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信息技术规划教材:3S技术基础》的特点是：以空间数据管理为目的，注重基本概念、数据
特性和数学模型、工作原理的阐述。
《高等院校信息技术规划教材:3S技术基础》共分为8章，包括概论、坐标系统与时间系统、地理空间
数据、遥感技术、遥感图像处理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3s技术的综合应用。
《高等院校信息技术规划教材:3S技术基础》可以作为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电子信息
和计算机类（非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专业）各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空间信息管理相关
的研究、设计和工程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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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太阳方位角（solar azimuth angle）：太阳方位角即太阳所在的方位，指太阳光
线在地平面上的投影与当地子午线的夹角，可近似地看作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直线在阳光下的阴影与正
南方的夹角。
方位角以正南方向为零，向西逐渐变大，向东逐渐变小，直到在正北方合在±180°。
 太阳高度角不同，太阳辐射经大气层的路径不同，而能量损失和路径密切相关。
太阳方位角不同，太阳光线在地物表面的入射角不同，也引起地物反射能量的变化，最后都影响反射
率的变化。
 季节变化和地理纬度差异造成的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的变化不可避免。
为了尽量减少太阳因素给遥感带来的不利影响，遥感卫星轨道大多设计为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同一
地方上空。
 4.2.4大气对遥感的影响 1.大气影响 太阳辐射穿过地球大气照射到地面，经过地物目标反射后，再经过
大气到达航空或航天遥感平台，被平台上的遥感传感器接收。
这时传感器探测到的地表辐射强度与太阳辐射到达地球大气上空时的辐射强度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图4.5中所示，海平面处的太阳辐照度曲线与大气层上界的曲线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地球大气引起的，大气对电磁辐射具有折射、反射、吸收和散射作用。
 1）大气层次与成分 大气按照不同的方式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按热力学垂直分布可以将大气分为以
下几层： （1）对流层（troposphere）：对流层是大气的最低层，其厚度随纬度和季节而变化。
在赤道附近为17～18km，在中纬度地区为10～12km，高纬度为8～9kin。
夏季较厚，冬季较薄。
在对流层中，因受地表的影响不同，又可分为三层。
在0.6～1.5km以下叫扰动层（或者叫摩擦层），2m以下叫贴地层，扰动层以上称自由大气。
对流层平均温度在17～52℃。
 （2）平流层（stratosphere）：从对流顶层到约55km的大气层为平流层，这里气流呈水平运动，25km
以下温度随高度变化较小，气温趋于稳定，所以又称同温层；25km以上，温度随高度升高而升高。
在高约10～60km范围内，有厚约20km的臭氧层，因臭氧具有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故使这里的平流层温
度升高。
平流层平均温度为—3℃。
 （3）中间层（mesosphere）：从平流顶层到距地面85km高度称为中间层。
这一层空气更为稀薄，温度随高度增加而降低。
这里也是电离层的底部。
这里平均温度为—93℃。
 （4）热层：从中间顶层到约600km称为热层。
顶部温度可达1000℃（太阳大年可达2000℃）。
电离层的中上部都在这里。
这里平均温度为1727℃。
 （5）逃逸层（exosphere）：600km以上叫逃逸层，又称外大气层。
它的边界可达6400km。
温度可达数千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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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信息技术规划教材:3S技术基础》的基本理念是知识学习与知识运用相结合。
内容突出技术概念和原理的讲授，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技术知识；通过配套的实践教材（另外出版）来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建议教师侧重从技术学习和3S技术综合运用的角度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介绍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术语的含义，并通过课程演示、上机和课程综合设计环
节，让学生掌握3S应用系统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方法，使得学生能够自主运用所学的知识，培养动手能
力和创新能力，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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