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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天光学遥感技术》从基本概念和原理入手，系统地介绍了航天光学遥感技术，内容涉及航天
光学遥感数据获取和处理的各主要环节，其中重点阐述了航天光学采样成像系统，特别是采样成像型
光学遥感器的工作原理、设计、测试以及性能度量和预测。
　　全书共分l0章。
第1章对遥感作了概括性介绍，包括遥感的概念与分类、遥感简史、遥感系统、成像链、遥感信息提
取、航天遥感的特点以及典型遥感应用；第2章阐述了航天光学遥感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包括辐射度量与光度量、基本辐射度学定律、线性系统理论、傅立叶变换、图像采样与重构、基本
探测原理和探测谱段等；第3章介绍了航天光学遥感成像链路，包括组成、信息获取过程以及照明源
、大气、目标、遥感平台、光学遥感器、星上数据处理及地面接收、处理、显示和观察者对遥感图像
的影响；第4章讲述了航天光学遥感器；其中重点介绍了采样成像型光学遥感器的组成、图像与光谱
数据获取原理以及各部分的特性和对遥感图像的影响，并简要介绍了胶片相机和主动式光学遥感器；
第5章介绍了航天光学成像遥感特别是采样成像型光学遥感器的主要性能度量以及图像质量评价和预
测；第6章对采样成像型航天光学遥感器的设计作了概括性介绍，包括任务分析、总体设计以及各主
要组成部分的设计；第7章讲述了采样成像型航天光学遥感器的测试与试验，重点介绍了几个主要性
能指标的测试；．第8章介绍了航天光学遥感图像处理的一些基础知识，包括图像校正、图像复原、
图像增强、图像融合和图像数据压缩等；第9章列举了几颗典型光学遥感卫星及其光学遥感器；第10章
对航天光学遥感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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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陈世平研究员等在文献[11]和[12]中对成像链、成像系统和遥感系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
阐述。
遥感的基础是电磁波与物体相互作用，使其载有物体的信息；获取载有物体信息的电磁波并进行处理
，得到含有物体信息的遥感数据；通过遥感信息模型从遥感数据中反演出物体所包含的信息。
遥感过程包括正演过程（即遥感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过程）和反演过程（即应用遥感信息模型分析遥感
数据，从而获得信息的过程）。
比如，在应用卫星光学遥感进行作物分类和估产的遥感过程中，正演过程就是卫星上的多光谱成像遥
感器获取相关地物的数据；将数据调制、载于载波传回地面；地面设备解调出数据，经有关校正处理
、重构而生成多光谱图像数据的过程。
反演过程就是由多光谱图像数据，经有关遥感信息模型获得各种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叶绿素含量
／生物量／植被覆盖度等，进一步获得作物分类和估产的过程。
根据文献[11]和[12]，航天遥感系统由遥感数据获取系统和遥感数据反演系统组成，前者包括卫星平台
、遥感器、数据传输系统、地面数据处理部分等。
照明源发出的电磁波通过大气，经与景物作用，再通过大气，提供了载有景物遥感信息的电磁波，作
为遥感数据获取系统的输入。
遥感数据获取系统由卫星和地面两部分共同组成，卫星平台装载的遥感器从载有景物遥感信息的电磁
波中获得载有景物遥感信息的遥感信号，经处理后，通过数传设备发回地面，地面系统完成接收和处
理后，将遥感数据获取系统生成的遥感数据输出，经遥感信息模型反演获得有关景物的信息。
作为一个例子，图1-2给出了航天光学成像遥感系统较为详细的组成框图。
图中注明了各组成部分对遥感图像（数据）的影响因素。
如MTF为调制传递函数，丁为光学透过率，R和p分别为探测器的响应度和探元间距，n为噪声，als为
混叠，BD为量化位数等。
从“景物”到“图像重构”组成了航天光学遥感成像链，其始端是景物，终端是图像；人的视觉系统
，由于在实际上参与了图像观测，也是成像链的组成部分。
从“光学系统”到“图像重构”组成了航天光学成像系统，其输入是来自成像条件下景物的辐射，即
表征景物的辐亮度空间分布，输出是图像，其中的成像条件指的是大气和照明。
对于成像遥感而言，遥感系统由成像系统和信息提取部分共同组成。
信息提取部分的作用是从遥感图像数据中提取景物中的有关信息，这就是遥感中的“反演”。
从“光学系统”到“信息提取”组成了航天光学成像遥感系统，其输入与航天光学成像系统的输入相
同，输出是从中提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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