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感原理》课程简

介
这门课程将深入探讨遥感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从电磁辐射特性、

遥感系统组成、数据获取方式等基础知识开始,逐步介绍遥感图像处理的各

个环节,并重点介绍遥感在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农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同时，本课程还会展望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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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的定义和特点

遥感是一种利用传感器远距离检测和记录地球表面信息的技术。它通过探

测目标物体反射或发射的电磁辐射信息,在不接触目标物体的情况下获取其

相关数据。遥感具有非接触式、全天候、大范围覆盖、测量频率高等特点,

在资源环境调查、农业监测、城市规划等领域广泛应用。



遥感的基本原理

1. 遥感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辐射与地物相互作用的特点,通过传感器

远程收集目标物体的电磁信息。

2. 这些电磁信号会发生反射、吸收和散射等过程,最终由传感器接收和

记录下来。

3. 通过分析和解译这些信号数据,就可以获取地物的各种属性信息,如

位置、大小、形态、温度、湿度等。



电磁辐射的基本特性

电磁辐射是一种能量传播的方式,包括光、红外、紫外等不同波段。它具有

波动和粒子双重性质,能够以波的形式传播,也能够以光子的形式存在。

电磁辐射的主要特性包括波长、频率、能量等,不同类型的电磁辐射在这些

属性上存在差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物理特性和应用领域。



遥感系统的组成

传感器

遥感系统的核心是各种能够检测和记录目标物

体电磁信号的传感器,如相机、雷达、光谱仪

等。它们是获取遥感数据的关键设备。

平台

传感器需要安装在适当的平台上进行数据采集,

常见的平台包括卫星、飞机、无人机等,可以

覆盖广阔的观测范围。

数据处理

获取的原始数据需要经过几何校正、辐射校正、

图像增强等处理,才能转换为有意义的信息产

品。专业的软件和算法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通信与存储

数据的及时传输和高效存储也是遥感系统不可

或缺的部分,依赖于先进的通信网络和数据库

技术。



遥感数据的获取方式

航空遥感

利用装载在飞机或无

人机上的传感器,进

行低空、高分辨率的

数据采集。适用于局

部区域的详细调查。

卫星遥感

通过设置在轨道上的

卫星,实现全球覆盖

的数据获取。可广泛

应用于大范围的资源

调查和环境监测。

地面遥感

在地表设置固定或手

持式的传感器,对局

部区域进行实时监测

和详细观测。广泛应

用于农业和城市规划。

综合遥感

结合航空、卫星和地

面等多种手段,实现

立体、全面的数据获

取,提高观测精度和

信息质量。



遥感图像的基本特征

• 空间分辨率: 反映图像上目标物体的细节程度,通常用米为单位。分辨率越高,细节越清晰。

• 光谱分辨率: 反映传感器可以感知的电磁波波段范围。不同波段可以获取不同的地物信息。

• 时间分辨率: 反映图像采集的时间间隔。时间分辨率高可以监测动态变化过程。

• 幅宽: 反映单幅图像的覆盖范围。幅宽越大,可以一次性获取更广阔的地物信息。



遥感图像的分类

多光谱图像

这类图像记录了多个

不同波段的电磁辐射

信息,可以反映出地物

的丰富细节和化学特

性。应用广泛,适用于

资源调查和环境监测

等领域。

热成像图像

这种图像捕捉了目标

物体的热量分布,可用

于检测城市热岛、监

测火灾隐患等。热成

像技术具有全天候工

作能力,应用前景广阔。

雷达图像

雷达遥感利用微波信

号探测地物形态和表

面特征,可获取三维结

构信息。在地质勘探、

农业监测等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高光谱图像

高光谱图像记录了大

量连续的电磁波段信

息,可精确识别和分析

地物的化学成分及生

物特征。在资源勘探

和生态监测中有广泛

应用。



遥感图像的几何校正

1

坐标系转换

将遥感图像从采集时的坐标系转换到标准的地

理坐标系,使其与地图等参考数据对齐。

2

几何变形校正

消除因光学畸变、地球曲率等因素造成的几何

形变,使遥感图像更加符合实际地物分布。

3

影像拼接

将多个重叠区域的遥感影像进行无缝拼接,生

成大范围的连续图像产品。



遥感图像的辐射校正

遥感图像的辐射校正是指对原始数据进行校正和处理,以消除由于传感器本身特性、大气条件、地形等因

素引起的辐射失真和色彩失真。这个过程十分重要,可以使遥感图像更加真实地反映地物的实际辐射特性。

上述三个步骤可以显著提高遥感图像的辐射精度,从而为后续的图像解译和信息提取奠定良好基础。通过

这些校正处理,遥感图像的辐射特性和色彩表现将更加逼真可靠。



遥感图像的增强处理

对比度增强

通过调整图像的亮度和色彩饱和

度,可以突出地物的细节特征,增

强视觉对比度,提高图像信息含

量。

滤波处理

利用数字滤波技术去除图像噪声,

改善清晰度,同时保持图像中有

效信息的完整性。

伪彩色增强

通过将单波段灰度图像映射为多

波段的彩色图像,可以提高图像

的视觉感知效果,突出地物特征。



遥感图像的分类处理

1

图像分类

根据地物特征将遥感图像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森林、农田、城市等。

2
监督分类

利用已知样本训练分类算法,预测未知区域的地物类型。

3

无监督分类

根据图像本身的统计特征自动聚类,无需事先了解样本

信息。

4

精度评估

通过实地调查或参考数据验证分类结果,提高分

类准确性。

遥感图像的分类处理是提取地物信息的关键步骤。通过监督或无监督的分类算法,可以将遥感图像划分为

不同的地物类型,为后续的信息提取和应用奠定基础。分类结果的精度评估也非常重要,可以不断优化分类

模型,提高最终的信息提取质量。



遥感影像的解译方法

目视解译

基于人工观察和分析遥感图像

的空间形态、色彩、纹理等特

征,直观判断地物类型。

数字分类

利用计算机算法自动识别和提

取遥感图像中的地物信息,实

现快速高效的信息提取。

专家知识

结合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对

遥感解译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

提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



遥感在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遥感技术在资源调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全面、及时地获取各种

自然资源分布的信息,如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通过结合卫星、

航空和地面数据,可以精确评估资源的种类、数量和空间分布。

遥感技术还可以监测和评估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为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在资源勘探、环境监测、灾害预警等方面,遥感技术已经成

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遥感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遥感技术可以全面、持续地监测环境状况,如空气

质量、水质、土壤污染、生态变化等。通过卫星

影像的多时相分析,可以发现环境问题的变化趋势,

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遥感还可以快速评估环境灾害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为应急响应和救援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例

如监测森林火灾蔓延、观察油气泄漏事故、跟踪

海洋垃圾漂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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