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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来感知周围事物，所获知的各类信息，经大脑处理后，
作出正确判断，以求得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的生存。
但人体天生的各种传感器，无论是眼睛、耳朵、鼻子，它们的感知能力是有限的。
例如，人眼对太远、太小、快速变化目标等就难以感知，为此人类借助于其他手段，发明了各种光学
仪器，它们是人眼功能的延伸与扩展。
照相机用以记录和保存物体的形态信息，光谱仪用以识别不同物质之属性。
但每种光学仪器仅能完成某一特定功能，探知某一特定信息。
照相机和光谱仪这两种光学仪器，前者记录形影而后者识别不同类型物质的特性光谱。
照相机是照相机，光谱仪是光谱仪，即使照相机内增添了滤光片轮，可以获得少数几个波段的图像，
但它仍然无法与光谱仪的功能相比，二者也不可能相互替代。
　　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信息的存储、传输、读取技术等随着通信光纤、激光、
计算机、微电子学的进步，大大改观了信息技术的面貌。
当今世界已成为信息时代，信息已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
但在信息技术的整个链路中，作为探测信息的传感器是信息链路之源头，因此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是信
息技术发展的基础。
光学传感器在通过航空、航天平台对陆地表层、大气、海洋和空间的探测与监视等方面发挥着愈来愈
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通信卫星形成了天地一体化的通信链路。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新的探测原理、方案的创立，分辨率及探测灵敏度的提高以及多种
信息的集成探测。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成像光谱技术是光学遥感器多信息同时探测的成功典范，它把照相机与光谱仪的
功能巧妙地合二为一，它在获取目标的二维影像的同时，对每一个空间可分辨点元给出了一条连续的
光谱曲线，其光谱分辨率可以达到光谱仪的水准。
因此该技术称为图谱合一技术，用一个二维面阵探测器实现了三维信息的获取，而且它把目标的空间
位置与它的光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独立的照相机与光谱仪很难做到这一点。
目前有科学家提出在此基础上，把偏振信息也同时探测出来，这样用一台设备，几乎可以把所有的光
学信息都同时探测到，这将是一台同时获取偏振、光谱和图像的高科技仪器——偏振成像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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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成像光谱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当今成像光谱技术的前沿领域与最新研究动态，论述了干
涉成像光谱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基本原理，介绍了时间调制干涉成像光谱仪、空间调制干涉成像光谱仪
以及时空混合调制干涉成像光谱仪的原理、探测模式及特点，并对新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进行全
面论述和深入讨论，结合科研和工程实际，对成像光谱技术的应用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可作为从事空间光学、信息遥感、空间探测、对地观测、大气测量、生命科学、环境保护等领
域科研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光学、光学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
科学、光学仪器、应用物理等专业的研究生教材，还可作为一般读者了解成像光谱高新科技发展的参
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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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新技术首先是从军事目的发展起来的。
在军事上，与可见光照相侦察技术相比，成像光谱技术对伪装、隐蔽目标具有更强的发现能力，特别
是近年来目标防御技术的发展，常使可见光照相侦察技术失灵或失误。
因此成像光谱技术就成为一种具有重大发展价值的侦察手段，它能侦察出隐藏在树林中的火炮、坦克
、车辆，井下发射架发射的火箭，除水面舰艇外，它还能发现水下航行的潜艇。
这是因为任何武器系统总有热源，在它们运行时都会发出可见或不可见的光辐射（电磁辐射），而且
因为各种武器系统以及地面物质都具有它们自己固有的发射和反射（散射）“特征光谱”，通过对特
征光谱的分析，即可识别武器的类别或地面物质成分。
　　在民用方面，成像光谱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它可用于天文物理研究；也可用于地球资源普查，包括矿物资源、国土资源、森林资源、植被资源（
农作物估产、病虫害）、海洋鱼类资源与海藻等；还可监视全球污染与灾害，包括大气污染与海洋污
染、森林火灾、水涝灾害、土质碱化、沙化等；该项技术还可用于中层大气微量成分的探测、大气垂
直温度与风场、压力场的探测，为大气物理、地球物理、航天器的发射与运行，中长期天气预报提供
大量的资料、图像和数据，为宇宙大爆炸理论提供可能的依据。
　　另一方面，光谱仪能够获得目标的光谱信息，这为分析判断目标的属性提供了更好的依据。
早期的光谱仪为棱镜光谱仪，利用棱镜的色散作用将各种波长的光波按照波长分成谱线，从而进行物
质结构的研究，后来，人们还研制了光栅光谱仪等多种类型的光谱仪。
在遥感光谱仪约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一定空间分辨能力的光谱仪，其视场角常被
划分为几份或十几份，这种“多通道光谱仪”与前面提出的“多光谱成像仪”都向着既获得空间分辨
信息又获得光谱信息的方向发展。
　　20世纪前半叶，航天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为空间探测和地表探测创造了条件，同时
也为空间探测技术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人们希望得到的不只是单纯的目标光谱或目标形影信息，而且希望能够同时得到目标的形影信息和光
谱信息。
这一极大的社会需求导致了成像仪与光谱仪的结合以及成像光谱技术的产生。
　　基于在满足一定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条件下，同时要求有更窄的波段宽度、更多的波段数
目和能机动选择波段的灵活性，成像光谱仪便产生了，它是光谱仪与扫描仪结合的产物，其实质是既
能得到地物图像，又能得到每个像元对应的地物之光谱曲线，即具有同时获得干涉图和目标像的双重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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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体现成像光谱技术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的结合；体现前沿交叉学科的融合与渗透；展示成
像光谱技术在信息获取、对地观测、空间探测、航空航天、军事、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
应用。
　　本书将对成像光谱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类成像光谱技术、成像光谱仪作出较全面的介绍，对色散型
、滤光片型、空间调制型、计算层析型等成像光谱仪的发展及目前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特别是对2000
年所出现的新型偏振干涉成像光谱技术和偏振干涉成像光谱仪的原理、方案及应用作了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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