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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2024 年兰州大学自然地理学(070501)

《复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之遥感导论》考研复试

核心 120 题(名词解释+简答+论述题)

主编：掌心博阅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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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本书严格按照该科目考研复试笔试最新题型、试题数量和复试考试难度出题，结合考研历年复试经验，

整理编写了五套复试仿真模拟试题并给出了答案解析。涵盖了这一复试科目常考试题及重点试题，针对性

强，是复试报考本校笔试复习的首选资料。

版权声明

青岛掌心博阅电子书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

和引用的市面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

和来源。但由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

者或来源，在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

第一时间与您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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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说明：本书按照复试要求、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潜心整理编写，由学长严格审核校对，仅供

考研备考使用，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处理。

一、名词解释
1． 大气校正

【答案】消除遥感图像中由大气散射引起的辐射误差的处理过程。

2． 遥感图像的解译青岛掌ж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是利用遥感影像的色调、形状大小、纹理结构特征等判别基础信息，结合地学等专业知识，

识别、获取、分析目标地物信息的过程。

3． 目视解译青岛掌б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目视解译是遥感图像解译的一种，它指专业人员通过直接观察或借助辅助判读仪器在遥感图

像上获取特定目标地物信息的过程。青岛掌ё心博阅❤电子书

4． 计算机辅助遥感制图青岛掌й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在计算机系统支持下，根据地图制图原理，应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和数字地图编辑加工技术，

实现遥感影像地图制作和成果表现的技术方法。

5． 热红外遥感

【答案】指传感器工作波段限于红外波段范围之内的遥感。

6． 辐射校正

【答案】是指对由于外界因素，数据获取和传输系统产生的系统的、随机的辐射失真或畸变进行的校

正，消除或改正因辐射误差而引起影像畸变的过程。

7． 多光谱变换

【答案】针对多光谱影像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以及数据冗余现象，通过函数变换，达到保留主

要信息，降低数据量，增强或提取有用信息的目的的方法。

8． 遥感制图青岛掌д心博阅电〼子书

【答案】以综合自然体为制图对象，编制以遥感影像为主要信息载体的地图过程。

9． 光谱反射率

【答案】物体对光谱中某个波段的电磁波的反射辐射通量与入射辐射通量之比。用式子表示为:P＝E 反/E

入*100％。

10．地物波谱

【答案】地物的电磁波响应特性随电磁波长改变而变化的规律，称为地表物体波谱，简称地物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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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恩位移定律

【答案】黑体辐射光谱中最强辐射的波长λ与黑体绝对温度 T 成反比，这就是维恩位移定律。

12．图像空间分辨率

【答案】指像素所代表的地面范围的大小，即扫描仪的瞬时视场或者地面物体能分辨的最小单元。常

见得 TM5 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 28.5m*28.5m。

13．遥感数字图像青岛掌г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以数字形式表示的遥感影像，便于计算机存储、处理和使用，常用多维矩阵来表示。

14．黑体辐射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是指由理想放射物放射出来的辐射，在特定温度及特定波长放射最大量之辐射。青岛掌р心

博☊☤阅电子书

15．像点位移

【答案】在中心投影的像片上，地形的起伏除引起像片比例尺变化外，还会引起平面上的点位在像片

位置上的移动，这种现象称为像点位移。

16．遥感信息的复合青岛掌ы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遥感信息的复合主要是指不同传感器的遥感数据的复合，以及不同时相数据的遥感数据的复

合。

17．立体观察

【答案】用肉眼或者借助光学仪器（立体眼镜），对有一定重叠率的像对进行观察，可以获得地物和

地形的光学立体模型，称为像片的立体观测。

18．合成孔径雷达（SAR）

【答案】合成孔径雷达就是利用雷达与目标的相对运动把尺寸较小的真实天线孔径用数据处理的方法

合成一较大的等效天线孔径的雷达。

19．图像增强

【答案】是为特定目的，突出遥感图像中某些信息削弱或去除某些不需要的信息，使图像更易判读。

20．米氏散射

【答案】当大气中粒子的直径比辐射的波长相当时发生的散射。

21．高光谱遥感

【答案】是在电磁波谱的可见光、近红外、中红外和热红外波段范围内，获取许多非常窄的光谱连续

的影像数据的技术。

22．成像光谱仪

【答案】成像光谱就是在特定光谱域以高光谱分辨率同时获得连续的地物光谱图像。



                                                 考研专业课资料 学长一对一 诚招加盟

第 5 页，共 26 页

23．大气散射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辐射在传播过程中遇到小微粒而使传播方向改变，并向各个方向散开，从而减弱了原方向的

辐射强度、增加了其他方向的辐射强度的现象。

24．遥感技术系统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遥感技术系统是实现遥感目的的方法论、设备和技术的总称。

25．微波遥感

【答案】指利用某种传感器接收地面各种地物发射或者反射的微波信号，籍以识别、分析地物，提取

所需的信息。常用有 SAR 和 INSAR 两种方式。

26．黑体（绝对黑体）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在任何条件下，对任何波长的外来辐射完全吸收而无任何反射的物体，即吸收比为 1 的物体。

27．大气窗口

【答案】由于大气层的反射、散射和吸收作用，使得太阳辐射的各波段受到衰减的作用轻重不同，因

而各波段的透射率也各不相同。我们就把受到大气衰减作用较轻、透射率较高的波段叫做大气窗口。

28．三原色

【答案】若三种颜色，其中的任一种都不能由其余二种颜色混合相加产生，这三种颜色按一定比例混

合，可以形成各种色调的颜色，则称之为三原色。

29．垂直投影

【答案】是平面地图采用的一种几何投影方式。将地面点沿铅垂线投到水平面上，得到地面点在水平

面上的平面位置，构成地面点的相应平面图形。

30．电磁波谱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将各种电磁波在真空中的波长（或频率）按其长短，依次排列制成的图表叫做电磁波谱。

31．电磁波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当电磁振荡进入空间，变化的磁场激发了涡旋电场，变化的电场又激发了涡旋磁场，使电磁

振荡在空间传播，这就是电磁波。

32．波粒二象性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电磁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中，既反映波动性，又反映出粒子性，称为波粒二象性。指某物质

同时具备波的特质及粒子的特质。

33．几何校正

【答案】一般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模型来改正和消除遥感影像成像时原始图像上各地物的几何位

置、形状、尺寸、方位等特征与在参照系统中的表达要求不一致时产生的变形。

34．大气窗口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电磁波通过大气层较少被反射、吸收和散射的那些透射率高的波段成为大气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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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面分辨率

【答案】地面分辨率是衡量遥感图像（或影像）能有差别地区分开两个相邻地物的最小距离的能力。

36．数据融合青岛掌к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是将两个或多个不同源数据图像的有用信息集成到一幅图像上，以获得同时具有不同源图像

有用信息的高质量图像的过程。

37．被动式传感器

【答案】被动传感器本身不发射电磁波，它通过接收目标发射或反射的电磁波，来探测目标的位置。

较主动传感器具有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等优点。

38．地物反射率

【答案】地物的反射能量与入射总能量的比，是表征物体对电磁波谱的反射能力。

39．太阳常数青岛掌ㅎ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太阳常数指不受大气影响，在距离太阳的一个天文单位内垂直于太阳辐射方向上，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黑体所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

40．光（波）谱分辨率

【答案】是指传感器在接收目标辐射的波普时能分辨的最小波长间隔。

二、简答题
41．下图为一个 3x3 的图像窗口，试问经过中位数滤波（Median Filter）后，该窗口中心像元的值，并写

出计算过程。青岛掌р心博阅电子书

124 126 127
120 150 125
115 119 123

【答案】求解过程如下：

对窗口数值由小到大排序：115<119<120<123<124<125<126<127<150

取排序后的中间值：124

用中间值代替原窗口中心象素值，结果如下：
124 126 127
120 124 125
115 119 123

42．近红外遥感机理与在植被监测中的应用。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1）近红外遥感机理：在近红外波段，地表物体自身的辐射几乎等于零。地物发出的波谱

主要以反射太阳辐射为主。太阳辐射到达地面之后，物体除了反射作用外，还有对电磁辐射的吸收作用。

电磁辐射未被吸收和反射的其余部分则是透过的部分，即：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能量＝反射能量＋吸收能

量＋透射能量

传感器主要接收经过衰减后的反射能量成像。

（2）在植被监测中的应用：植被的反射波谱曲线在近红外波段（0.7μm—0.8μm）有一反射的”陡坡”，

至 1.1μm 附近有一峰值，形成植被的独有特征。利用此特征可用于植物监测和植物生物量评估。通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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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植被指数作为监测指标，即近红外波段与红外波段的各种组合运算：

①比值：RVI=近红外/红如 TM4/TM2

②归一化：RVI=（近红外-红）/（近红外+红）

③差值：DVI=近红外-红

④正交植被指数（对 NOAA 数据和 LANDSAT 数据分别为）：

NOAA 数据：PVI=1.6225（NIR）-2.2978（R）+11.0656

LANDSAT 数据：PVI=0.939（NIR）-0.344（R）+0.09

43．何为大气窗口？分析形成大气窗口的原因，并列出用于从空间对地面遥感的大气窗口的波长范围。

【答案】通常把电磁波通过大气层时较少被反射、吸收或散射的，透过率较高的波段称为大气窗口。

形成大气窗口的原因：不同波段的反射率、吸收率、散射程度不同。波长范围：0.3～1.3μm，即紫外、

可见光、近红外波段。1.5～1.8μm 和 2.0～3.5μm，即近、中红外波段。3.5~5.5μm，即中红外 8～14μm，

即远红外波段。0.8～2.5cm，即微波波段。青岛掌р心博阅电Ю子书

44．物体辐射通量密度与哪些因素有关？常温下黑体的辐射峰值波长是多少？

【答案】有关因素：辐射通量（辐射能量和辐射时间）、辐射面积。

常温下黑体的辐射峰值波长是 9.66μm

叙述沙土、植物和水的光谱反射率随波长变化的一般规律。

沙土：自然状态下土壤表面的反射率没有明显的峰值和谷值，一般来讲土质越细反射率越高，有机质

含量越高，含水量越高反射率越低，此外土类和肥力也会对反射率产生影响。土壤反射波普曲线呈比较平

滑的特征。

植物：分三段，可见光波段（0.4～0.76μm）有一个小的反射峰，位置在 0.55μm（绿）处，两侧 0.4（（红）

则有两个吸收带；在近红外波段（0.7～0.8μm）有一反射的“陡坡”，至 1.1μm 附近有一峰值，形成植被

的独有特征；在中红外波段（1.3～2.5μm）受到绿色植物含水量的影响，吸收率大增，反射率大大下降，

别以 1.45μm、1.95μ和 2.7μm 为中心是水的吸收带，形成低谷。

水：水体的反射主要在蓝绿光波段，其他波段吸收都很强，特别到了近红外波段，吸收就更强。

45．遥感图像目视解译方法主要有哪些?列出其中 5 种方法并结合实例说明它们如何在遥感图像解译中的

应用。

【答案】①直接判读法：依据判读标志，直接识别地物属性。如在可见光黑白像片上，水体对光线的

吸收率强，反射率低，水体呈现灰黑到黑色，根据色调可以从影像上直接判读出水体。

②对比分析法：与该地区已知的资料对比，或与实地对比而识别地物属性；或通过对遥感图像不同波

段、不同时相的对比分析，识别地物的性质和发展变化规律。如解译某区域时可用相邻区域已经正确解译

的影像作为参考以提高解译速度。

③信息复合法：利用透明专题图或者透明地形图与遥感图像重合，根据专题图或者地形图提供的多种

辅助信息，识别遥感图像上目标地物的方法。如等高线与卫星影像复合可以提供高程信息，有助于划分中

高山地貌类型（前提是必须要严格配准）。

④综合推理法：综合考虑遥感影像多种解译特征，结合生活常识，分析、推断某种目标地物的方法。

如铁路延伸到大山脚下突然中断可推出有铁路隧道通过山中。

⑤地理相关分析法：根据地理环境中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借助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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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推断某种地理要素性质、类型、状况与分布的方法。如可利用此法分析洪冲积扇各种地理要素的关系。

山地河流出山后，因比降变小，动能减小，水流速度变慢，常在山地到平原过渡地带形成巨大的洪冲积扇，

其物质分布带有明显的分选性。冲积扇上中部主要由沙砾物质组成，呈灰白色和淡灰色，由于土层保肥与

保水性差，一般无植物生长。冲积扇的中下段，因水流分选作用，扇面为粉沙或者黏土覆盖，土壤有一定

保肥与保水能力，植物在夏季的假彩色图像上呈现红色或者粉红色。

46．多项式拟合法选用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各纠正遥感图像中的哪些变形误差？

【答案】当选用一次项纠正时，可以纠正图像因平移旋转比例尺变化和仿射变形等引起的线性变形：

当选用二次时，则在改正一次项各种变形的基础上改正二次非线性变形而三次项纠正则改正更高次的非线

性变形

47．岩石的反射光谱特征是什么？如何对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影像进行识别？

【答案】岩石的反射光谱特征是岩石的反射率随波长的变化规律。青岛掌ж心博阅┰电子书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岩石本身的矿物成分和颜色：如颜色较浅的石英含量越多，光谱反射率较高，反之较低；

岩石的矿物颗粒大小和表面粗糙程度：颗粒较细，表面较平滑的岩石，反射率较高；

岩石表面湿度：较湿颜色较深，反射率降低；

岩石表面风化程度，主要取决于风化物成分、颗粒大小等因素：风化物颗粒小，颜色较浅时，覆盖的

岩石表面较平滑，反射率较高，反之较低；

岩石的自然露头有土壤和植被覆盖时，取决于覆盖程度和特点：如全被植被覆盖时，则表现为植被信

息，部分覆盖时，表现为综合光谱特征。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48．何为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辐射分辨率、光谱分辨率？

【答案】空间分辨率：单个像素对应地面的大小

辐射分辨率辐射分辨率是指传感器接收波谱信号时，能分辨的最小辐射度差。

光谱分辨率光谱分辨率是指传感器在接收目标辐射的光谱时能分辨的最小波长间隔。间隔越小，分辨

率越高。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49．近极地太阳同步准回归轨道卫星的特点及其在对地观测中的作用。

【答案】（1）近极地太阳同步准回归轨道卫星的特点：青岛掌л心博阅О电子书

①卫星轨道平面与太阳始终保持相对固定的取向，卫星轨道的倾角接近 90°，卫星几乎在同一地方时

经过各地上空。轨道平面随地球公转的同时，为了保持与太阳的固定取向，每天要自西向东作大约 1°的转

动。

②轨道近似为圆形，轨道预告，资料接收和资料定位都方便；可以观测全球，尤其可以观测两地极地

区，观测时有合适的照明，可以得到充足的太阳能。

③虽然可以观测全球，但是观测间隔长，对某一地区，一颗卫星在红外波段可以取得两次资料，但是

可见光波段只能取得一次资料。为了提高观测次数，只能增加卫星的数目。由于观测数目少，不利于分析

变化快、生命短的小尺度过程，而且相邻两条轨道的资料也不是同一时刻的。

④卫星高度高，视野广阔，一个静止卫星可以对地球南北 70°，东西 140 个经度，约占地球表面 1/3

的面积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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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对地观测中的作用：此类卫星主要应用于陆地资源和环境探测，如 Landsat 系列、SPOT 系列

等等。

50．非监督分类和监督分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答案】监督分类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实验区或训练区，用训练区中已知地面各类地物样本的

光谱特性来“训练”计算机，获得识别各类地物的判别函数或模式，并以此对未知地区的像元进行分类处

理，分别归入到已知的类别中。首先需要从研究区域选取有代表性的训练场地作为样本。根据已知训练区

提供的样本，通过选择特征参数（如像素亮度均值、差等），建立判别函数，据此对样本像元进行分类，

依据样本类别的特征来识别非样本像元的归属类别。青岛掌щ心博阅电子书

非监督分类：是在没有先验类别（训练场地）作为样本的条件下，即事先不知道类别特征，主要根据

像元间相似度的大小进行归类合并（即相似度的像元归为一类）的方法。非监督分类的前提是假定遥感影

像上的同类物体在同样条件下具有相同的光谱信息特征。非监督分类方法不必对影像地物获取先验知识，

仅依靠影像上不同类地物光谱信息（或纹理信息或纹理信息）进行特征提取，再统计特征的差别来达到分

再统计特征的差别来达到分类的目的，最后对已分出的各个类别的实际属性进行确认。

51．地物光谱反射率受哪些主要的因素影响？青岛掌е心博阅С电子书

【答案】物体本身的性质（表面状况）、入射电磁波的波长和入射角度。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52．叙述多项式拟合法纠正卫星图像的原理和步骤。

【答案】遥感图像几何变形有多种因素引起，变化规律复杂，用一适当多项式来描述纠正前后图像相

应点的坐标关系。利用已知点地面控制点求解多项式系数（1）列误差方程式（2）构成法方程（3）计算

多项式系数（4）精度评定

53．谈谈你对遥感影像解译标志的理解。

【答案】为了提高摄影像片解译精度与解译速度，掌握摄影像片的解译标志很有必要。遥感摄影像片

解译标志又称判读标志，它指能够反映和表现目标地物信息的遥感影像各种特征，这些特征能帮助判读者

识别遥感图像上目标地物或现象。解译标志分为直接判读标志和间接解译标志。直接判读标志是指能够直

接反映和表现目标地物信息的遥感图像各种特征，它包括遥感摄影像片上的色调、色彩、形状、阴影、纹

理、大小、图型等，解译者利用直接解译标志可以直接识别遥感像片上的目标地物。间接解译标志是指航

空像片上能够间接反映和表现目标地物的特征，借助间接解译标志可以推断与某地物的属性相关的其他现

象。遥感摄影像片上经常用到的间接解译标志有：目标地物与其相关指示特征。例如，像片上呈线状延伸

的陡立的三角面地形，是推断地质断层存在的间接标志。像片上河流边滩、沙咀和心滩的形态特征，是确

定河流流向的间接解译标志；地物及与环境的关系。任何生态环境都具有代表性地物，通过这些地物可以

指示它赖以生活的环境。如根据代表性的植物类型推断它存在的生态环境，“植物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

寒温带针叶林的存在说明该地区属于寒温带气候；目标地物与成像时间的关系。一些目标地物的发展变化

与季节变化具有密切联系。了解成像日期和成像时刻，有助于对目标地物的识别。例如，东部季风区夏季

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壤含水量因此具有季节变化，河流与水库的水位也有季节变化。

54．叙述 TM 多光谱图像的几何特征和辐射特征。

【答案】几何特征：多中心投影，更高的空间分辨率、更好的频谱特性、更高的几何保真度。

辐射特征：有 7 个波段，很高的辐射准确度及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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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水体的光谱特征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水在可见光、近红外、热红外、微波图像上的色调特征？

水体识别包括哪些内容？

【答案】水体的光谱特征是：水体的反射主要在蓝绿光波段，其他波段吸收都很强，特别在近红外波

段，吸收更强。但当水中含有其他物质时，反射光谱曲线会发生变化。水中含泥沙时，可见光波段反射率

会增加，峰值出现在黄红区。水中含叶绿素时，近红外波段明显抬升。

影响因素：水体水面性质、水体中悬浮物的性质和含量（如同一波段下，泥沙含量越大，反射率越高）、

水深（水越深，色调越深）和水底特性。

水体色调特征：可见光：反射率总体比较低，一般为 4%-5%，且随波长增大逐渐降低，所以水体呈黑

色。近红红外：水体几乎全为吸收体，清澈水体呈深黑色。热红外：白天，水体水体将太阳辐射吸收存储，

升温比陆地慢，呈暗色调；夜间，水温比周围地物温度高，热辐射高，呈浅色调。微波：反射率低，平坦

水面后向散射很弱，所以影像上水体呈黑色。

水体识别的内容包括：（1）水体界限的确定；（2）水体悬浮物质的确定（泥沙的确定和叶绿素的确

定）；（4）水温的探测；（5）水深的探测；（6）水体污染的探测。

56．叙述最邻近法、双线性内插、双三次卷积重采样原理（可作图说明）和优缺点。

【答案】（1）最邻近像元采样法取距离被采样点最近的已知像元素的亮度 I 作为采样亮度。优点：简

单，辐射保真度较好缺点：几何精度较其他两种方法差青岛掌ъ心博阅电子书

（2）双线性内插法：取被采样点 P 周围 4 个已知像素的亮度值用三角形线性函数计算其亮度值的方

法优点：简单，具有一定的亮度采样精度缺点：图像模糊

（3）双三次卷积采样：取被采样点 P 周围 16 个已知像素的亮度值用三维采样函数计算其亮度值的方

法优点：精度高缺点：计算量大

57．简述可见光、热红外和微波遥感成像机理。

【答案】（1）可见光遥感成像机理如下：可见光遥感的探测波段在 0.38—0.76μm 之间，一般采用主

动遥感方式，光源为太阳，地物反射可见光，传感器的收集器接受地物反射的可见光，由探测器将可见光

信号转换为化学能或者电能，再由处理器对信号进行各种处理以获取数据，通过输出器输出为需要的格式。

成像方式常见有推扫式的和扫描式的。在白天日照条件好时的成像效果好。

（2）热红外遥感成像机理如下：热红外遥感的探测波段在 0.76——1000μm 之间，其基本成像原理和

可见光遥感成像机理大致相同，只是热红外遥感时地物即可反射能量（主要在近中红外波段），又可自身

发射热辐射能量，尤其是远红外波段主要透射地物自身辐射能量，适于夜间成像。

（3）微波遥感成像机理如下：微波遥感的探测波段在 1mm——10m 之间，有主动遥感和被动遥感两

种方式，成像仪由发射机、接收机、转换开关和天线等构成，发射机产生脉冲信号，由转换开关控制，经

天线向观测区域发射脉冲信号，地物则反射脉冲信号，也有转换开关控制进入接收机，接收的信号在显示

器上显示或者记录在磁带上。由于微波穿透能力很强，可以全天候进行观测。常见的微波遥感成像方式有

合成孔径雷达（SAR）和相干雷达（INSAR）。

58．传感器从大气层外探测地面物体时，接收到哪些电磁波能量？

【答案】（1）太阳辐射透过大气并被地表反射进入传感器的能量

（2）太阳辐射被大气散射后被地表反射进入传感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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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阳辐射被大气散射后直接进入传感器的能量

（4）太阳辐射被大气反射后进入传感器的能量

（5）地物反射进入视场的交叉辐射项青岛掌ё心博阅电子书

（6）目标自身辐射的能量。

59．按传感器的工作波段可把遥感划分为哪几种类型？

【答案】分为：近紫外摄影、可见光摄影、红外摄影、多光谱摄影等

60．SPOT 卫星上的 HRV 推扫式扫描仪与 TM 专题制图仪有何不同？青岛掌к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HRV 推扫式扫描仪是对像面扫描成像，TM 是多光谱扫描仪对物面扫描成像

MSS 成像板上有多少个探测单元？TM 呢？：MSS 成像板上排列有 24+2 个玻璃纤维单元，按波段排

列成 4 列，每列有 6 个纤维单元，每个纤维单元为扫描仪的瞬时试场的构想范围。

侧视雷达影像的分辨率，比例尺，投影性质和投影差与中心投影航空或者航天像片影像有何不同：侧

视雷达影像的分辨率包括距离分辨率和方位分辨率两种。前者与距离无关，若要提高距离分辨率，需减少

脉冲宽度，但这样使作用距离减小。目前一般采用脉冲压缩技术来提高距离分辨率。要提高方位分辨率，

需采用波长较短的电磁波，加大天线孔径和缩短观测距离，这几项措施无论在飞机上还是卫星上使用都受

到限制。目前是利用合成孔径侧视雷达来提高侧视雷达的方位分辨率。侧视雷达在垂直飞行方向上的比例

尺由小变大，而中心投影的比例尺与飞机的航高和倾角有关；侧视雷达图像在垂直于飞行方向的像点位置

是以飞机的目标的斜距来确定，所用的是斜距投影；侧视雷达图像中高差产生的投影差与中心投影影像投

影差位移的方向相反，位移量也不同。

侧视雷达为什么要往飞机的侧方发射脉冲并接受其回波成像？如果向飞机或卫星正下方发射脉冲并

接受回波成像回事什么情景：天线装在飞机的侧面，发射机向侧向面内发射一束脉冲，地物反射的微波脉

冲，由天线手机后，被接收机接收。由于地面各点到飞机的距离不同，接收机会接收到很多信号，以它们

到飞机的距离的远近，先后依次记录。信号的强度与辐照带内各种地物的特性，形状和坡向等有关。这样

才能判别出地物的不同类型。如果向飞机或卫星正下方发射脉冲并接收回波成像时会出现地物的反射特性

很相近，无法区分到底是何种地物反射的电磁波被接收机接收到，所成的像不能准确的表示真实地物的特

征。

简述 INSAR 测量高程的基本原理：INSAR 测量高程充分利用了雷达回波信号所携带的相位信息，其

原理是通过两幅天线同时观测，或两次平行的观测，获得同一区域的重复观测数据，综合起来形成干涉，

得到相应的相位差，结合观测平台的轨道参数等提取高程信息，可获得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面高程信息。

叙述 Landsat-1 上的 MSS 多光谱扫描仪获取全球表面影像的过程。扫描仪每个探测器的瞬时视场为

86urad，卫星高为 915km，因此扫描瞬间每个像元的地面分辨率为 79m*79m，每个波段由 6 个相同大小的

探测单元与飞行方向平行排列，这样在瞬间看到地面大小为 474m*79m，由于扫描总视场为 11.56°，地面

宽度为 185km，因此扫描一次每个波段获取 6 条扫描线图像，其地面分为为 474m*185km，又因扫描周期

为 73.42ms，卫星速度为 6.5km/s，在扫描一次的时间里卫星往前方正好移动 474m，因此，扫描线恰好衔接。

成像板上的光学纤维单元接收的辐射能，经光学纤维传至探测器，探测器对信号检波后有 24 路输出，采

用脉码多路调制方式，每 9。958us 对每个信道作一次抽样，由于扫描镜频率为 13.62HZ，周期为 73.42ms，

而自西向东对地面的有效扫描时间为 33ms，按以上宽度计算，每 9.958us 内扫描镜视轴仅在地面上移动了

56m，因此采样后的 mss 像元空间分辨率为 56m*79m。采样后对每个像元，采用 6bit 进行编码，24 路输

出共需 144bit 都在 9.558us 内生成，反算成每个字节所需的时间为 0.3983us。每个 bit 约为 0.0664us 因此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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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约为 15Mbit/s，采样后的数据以脉码调制方式以 2229.5Mhz 或者 2265.Mhz 的频率馈入天线向地面发

送，即完成了对地表扫描的工作。

61．图像的表示形式。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从空间域来说，图像的表示形式主要有光学图像和数字图像两种形式。图像还可以从频率域

上进行表示。

（1）光学图像

一个光学图像，如像片或透明正片、负片等，可以看成是一个二维的连续的光密度（或透过率）函数。

（2）数字图像

数字图像是一个二维的离散的光密度（或亮度）函数。相对光学图像，它在空间坐标和密度上都已离

散化。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62．何谓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简要回答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答案】地理信息系统：是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持下，运用地理信息科学和系统工程理论，科学管

理和综合分析各种地理数据，提供管理、模拟、决策、规划、预测和预报等任务所需要的各种地理信息的

技术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是利用多颗导航卫星的无线电信号，对地球表面某地点进行定位、报时或对地表移动

物体进行导航的技术系统。

遥感数据在 3s 技术中的作用：①gis 数据库的数据源；②利用遥感数字影像获取地面高程，更新 gis

中高程数据库。

全球定位系统在 3s 技术中的作用：①精确的定位能力；②准确定时及测速能力。地理信息系统在 3s

中具有采集、存贮、管理、分析和描述整个或部分地球上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数据的重要作用。

63．简述遥感数字图像存储的 3 种格式，并说明其特点。

【答案】多波段数字图像的存贮与分发，通常采用三种数据格式：

（1）BSQ 数据格式：是一种按波段顺序依次排列的数据格式，

在段劝数据格式中，数据排列遵循以下规律：

第一波段位居第一，第二波段位居第二，第 n 波段位居第 n 位。

在第一波段中，数据依据行号顺序依次排列，每一行内，数据按像素号顺序排列。

在第二波段中，数据依然根据行号顺序依次排列，每一行内，数据仍然按像素号顺序排列。其余波段

依次类推。

（2）BIP 数据格式

BIP 格式中每个像元按波段次序

在 BIP 数据格式中，数据排列遵循以下规律：

第一波段第一行第一个像素位居第一，第二波段第一行第一个像素位居第二，第三波段第一行第一个

像素位居第三位，第 n 波段第一行第一个像素位居第 n 位，然后为第一波段第一行第 2 个像素，它位居第 n

十 1 位，第二波段第一行第一个像素，位居第 n+2 位，其余数据排列位置依次类推。

（3）BIL 数据格式是逐行按波段次序排列的格式，其在 BIL 数据格式中，数据排列遵循以下规律：

第一波段第一行第一个像素位居第一，第一波段第一行第二个像素位居第二，第一波段第一行第三个

像素位居第 3 位，第一波段第一行第 n 个像素位居第 n 位，然后为第二波段第一行第 1 个像素，它位居第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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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第二波段第一行第二个像素，位居第 n+2 位，其余数据排列位置依次类推。

64．怎样才能将光学影像变成数字影像。

【答案】把一个连续的光密度函数变成一个离散的光密度函数，经过图像数字化，图像采样，灰度级

量化过程处理。

65．TM 专题制图仪与 MSS 多光谱扫描仪有何不同？青岛掌й心博阅电子书

【答案】TM 是 MSS 的改进，增加了一个扫描改正器，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更高的频谱选择性，

更好的几何真度，更高的辐射准确度和分辨率，同时扫描行垂直于飞行轨道，往返双向的对地面扫描

66．设计一个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的结构框图，说明硬件和软件各自的功能，并举一应用实例。

【答案】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的结构框图如下

输入设备：把遥感数据输入计算机。

输出设备：将遥感数据输出到显示器上或者打印出来。

系统操作平台：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的核心，决定处理速度的快慢及处理效果的好坏。

存储设备：存储遥感影像数据。

图像文件管理模块：对图像文件进行输入、输出、存储和管理。

图像处理模块：对遥感影像进行增强、滤波、纹理分析和目标检测等处理。

图像校正模块：对影像进行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

多影像处理模块：进行图像运算、图像变换和图像信息融合。

图像信息获取模块：包括直方图统计、特征向量计算、图像分类特征统计等等。

图像分类模块：包括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和混淆矩阵等。

专题图制作模块：主要是 4D 产品的制作。

接口模块：如和 GIS 数据库建立接口等。

常见的遥感图像处理系统有：ENVI、ERDAS、Idris、Er-mapper、PCI 等。

67．什么是遥感？国内外对遥感的多种定义有什么异同点？青岛掌к心博阅Р电子书

【答案】定义：从不同高度的平台（Platform）上，使用各种传感器（Sensor），接收来自地球表层的

各种电磁波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对不同的地物及其特性进行远距离探测和识别的综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8805204110

1006101

https://d.book118.com/788052041101006101
https://d.book118.com/78805204110100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