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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是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目标物或自然现象远距离感知的一门探测技术。
具体地讲，是指在高空和外层空间的各种平台上，运用各种传感器获取反映地表特征的各种数据，通
过传输，变换和处理，提取有用的信息，实现研究地物空间形状、位置、性质、变化及其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的一门现代应用技术科学。
1858年世界上第一张航空像片获得后，出现的航片判读技术是现代遥感技术的雏形，由于技术上的限
制，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一直发展十分缓慢，仅仅是在航片几何处理上有很大的突破，航空摄影测量
的理论和光学机械模拟测图仪器发展到比较完善的地步。
1956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为遥感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科学家对随后发射
的卫星上回收的成千上万张地球照片进行分析，注意到卫星摄影拍摄范围大，速度快，成本低，在短
期内能重复观测，有利于监测地表的动态变化。
并发现了许多在地面或近距离内无法看到的宏观自然现象。
在这同时传感器技术长足发展，出现了多光谱扫描仪、热红外传感器和雷达成像仪等，使得获取信息
所利用的电磁波谱的波长范围大大扩展，显示信息的能力增强，一些传感器的工作能力达到全日时、
全天候，并且获取图像的方式更适应现代数据传输和处理的要求。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海量卫星图像数据的处理、贮存和检索快速而有效，尤其在图像的压缩
、变换、复原、增强和信息提取方面，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这样就大大突破了原先航片目视判读的狭隘性，“遥感”（Remote Sensing）这一更加广义和恰当的新
名词，很自然地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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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原理与应用》突出当今遥感的新成就，注入新内容，如遥感平台和新型传感器方面，介绍了空
间站、小卫星、高空间分辨率传感器、高光谱传感器、相干雷达等；在处理方法方面编入了多源遥感
影像融合、数字影像镶嵌、辐射校准处理、自动分类中的新方法以及新的遥感图像处理软硬件和3S集
成系统等；尤其在遥感技术应用一章中，编入了许多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遥感成果，如遥感探测南极
损石、遥感监测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沙尘暴、臭氧空洞、山体滑坡、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南极冰川
流速以及遥感方法快速修测和更新地形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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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1 存储介质1.磁带磁带是一种顺序存储介质，要读取磁带上特定位置的记录需要通过该点以前的全
部记录数据，数据处理起来较慢，所以通常只将它作为数据存储之用，处理时需将其存储的数据读入
磁盘或内存中进行处理。
遥感中常用的CCT磁带一般每卷的长度为731.52m，磁带宽12.7mm，厚0.05mm，磁道为9道，其中8位
数据加1位奇偶校检位。
2.磁盘磁盘是随机存储介质，因此一个完整的图像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记录存储在磁盘的一个位置上
，而组成一幅完整的图像的记录必须是邻接的。
磁盘又有硬盘和软盘之分，硬盘的盘片一般是金属制成，存储密度大，随机访问速度快；软盘的盘片
为塑料制品，存储容量较小，访问速度相对硬盘较慢。
磁盘相对磁带来说，读取或存储速度较快。
可以快速地随机地在磁盘上定位一个记录，而不必像磁带，必须顺序绕过该记录以前的数据。
3.光盘光盘的特性与磁盘相似，但其存储原理与磁盘不同。
磁盘在盘片的表面涂有一层磁性材料，存储时，按照数据的不同对磁盘表面的磁性物质进行不同程度
的磁化。
读取时，根据磁化的程度不同用不同的数据进行表达，这样完成了存储和读取数据的工作。
而光盘表面涂上一层反光材料，利用激光束对反光材料进行"蚀刻"，数据不同，"蚀刻"的程度也不一样
，达到记录数据的目的。
相反就可以进行数据的读取。
光盘也是随机存储介质。
访问数据的速度较快，另外它具有抗磁性，这一点比磁盘好。
但其随温度的变化影响较大。
现在主要用的是一种只读的称为CD-ROM的光盘，一盘容量为640MB，也可用可擦写的光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遥感原理与应用/高等学校测绘类系列�>>

编辑推荐

《遥感原理与应用》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遥感原理与应用/高等学校测绘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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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