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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是当今科技发展中最具知识创新性和技术带动力的领域之一，是一门利用航天、航空、近地
、地面平台获取空间影像信息测定目标物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
现代空间技术、导航定位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快速、及时和连续不断地
获得有关地球及其外部空间环境的大量几何与物理信息，极大地促进了与地球空间信息获取与应用相
关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推动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
资源、环境、灾害、人口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面临的四大主要问题，地理空间信息是解决这四大问
题的基础，遥感技术是对地观测数据快速获取与处理的重要手段，能够提供不同时空尺度、多层次、
多领域、全方位的数据，为资源、环境、灾害、交通、城市发展等诸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
领域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持和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全国设有遥感相关专业的院校共有140多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有测绘、地质、农业、林业、交
通、土木等。
统计数据表明，到2005年，我国已经有1000多家3S单位、10多万名从业人员，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卫星
遥感技术的软硬件研制、应用和开发工作。
遥感技术已成为我国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成为一些行
业的支撑技术。
因此，加强遥感专业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遥感图像处理》是测绘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针对测绘工程专业以及相关专业遥感课程教学
大纲的要求，面向测绘行业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对遥感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需求，本书扼要地介绍了遥
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设计了9个实验，可用于测绘工程本科专业或相关专业的遥感实验课程。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聂倩、赵展、曹君、谢洪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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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图像处理》是测绘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针对测绘工程专业以及相关专业遥感课程教学
大纲的要求，面向测绘行业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对遥感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需求，《遥感图像处理实验
教程》扼要介绍了遥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设计了9个实验，可用于测绘工程本科专业或相关专
业的遥感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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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遥感技术发展现状　　遥感是获取地球空间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正朝着
多传感器、多角度、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微波遥感等方向发展。
2005-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基于卫星、飞机和平流层飞艇的高分辨率
（dm级）先进对地观测系统，发射一系列的高分辨率遥感对地观测卫星，建成覆盖可见光、红外、多
光谱、超光谱、微波、激光等观测谱段的高中低轨道结合的具有全天时、全天候、全球观测能力的大
气、陆地、海洋先进观测体系。
　　1.1.1 遥感平台与传感器新进展　　国际上卫星遥感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纷纷发射了多颗各种分
辨率的遥感卫星，能够提供海量的卫星遥感数据，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已进入一个多层、立体、多角度
、全方位和全天候的新时代。
由各种高、中、低轨道相结合，大、中、小卫星相协同，高、中、低分辨率相弥补而组成的全球对地
观测系统，能够准确有效、快速及时地提供多种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对地观测数
据。
　　目前光学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已经达到-亚米级，如GeoEye、WorldView卫星的空间分
辨率已达到0.41m，计划中GeoEye 2能进一步达到0.25m。
高空间分辨率，加上高精度的导航定轨和姿态测量控制技术，遥感卫星影像的定位精度有了很大提高
。
卫星影像的光谱波段数和量化值、等级也有进一步提高，具有更好地反映地物信息的能力。
线阵CCD相机成为高分辨率卫星的主要传感器，通过线阵CCD相机的侧视成像，遥感卫星能够获取大
范围同轨或异轨立体影像，为1：1万～1：5万的中等比例尺地图制图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
现代的遥感卫星具有非常灵活的机械摆动能力，重访周期一般少于几天，能够提供灾害监测等紧急事
件的快速响应能力。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采用主动式遥感成像方式，可以全天候工作，采用的微波穿透能力强，几乎不
受天气影响，具有很强的地面信息获取能力。
通过差分干涉技术，利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影像可以全天候、全天时地获取大面积地面精确三维信息
。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是20世纪90年代遥感卫星的主流，有多颗载有合成孔径雷达的卫星发射上空，如欧
洲空间局的ERS-1、ERS-2，日本的JERS-1，加拿大的Radarsat-1等。
最近几年这些卫星的后续卫星又陆续发射，如Radarsat-2、ALOS、ENVISA1、TerraSar-X、COSMO等
。
这些卫星的分辨率和成像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轨道则与以前卫星相近，可以迅速、大量提供差
分干涉数据。
中国地面卫星接收站已能接收和分发这些卫星雷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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