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岛与海岸带环境遥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岛与海岸带环境遥感>>

13位ISBN编号：9787030273963

10位ISBN编号：7030273966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京　等著

页数：147

字数：24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岛与海岸带环境遥感>>

前言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
全球变化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灾害问题等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地球系统科学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多年的研究表明，要破解上述问题。
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视野来考量，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加以论证和认识。
可谓“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应及千里之外；治目前之河者，推算应至百年之后”。
毫无疑问，以遥感（remoteseiasing）技术为核心的对地观测系统，正在帮助人类实现“登高望远”的
愿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与时间分辨率不断提高，使得遥感已成为记录、观测
、发现和研究地表过程及其次生现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具较强对地观测能力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国自行研制并发射50余颗不同类型的对地观测卫星，形成气象、海洋、资源和环境等
多个系列。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深空探测能力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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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汇集了作者20多年从事海洋环境遥感的研究成果，以海岛海岸带及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为研究
对象，基于机载航空遥感与星载航天遥感系统地研究了近海水质监测方法（包括叶绿素a、悬浮泥沙
与透明度等）、热带海洋的典型生态环境珊瑚礁与红树林的遥感监测、海岸线变化及发展趋势的遥感
监测方法、海洋溢油污染监测等诸多方面。
本书研究区域包括中国渤海的辽河口三角洲、杭州湾与马来西亚海岛与海岸带。
本专著不仅包括国内外有关海岛、海岸带环境遥感研究现状的反映，而且是对在马来西亚开展相关遥
感应用研究国际合作成果的一个体现与总结。
     本书主要以MARS计划中海岛发展模块的研究内容为依托，并结合该领域的最新发展综合集成而成
。
主要分析目前海岛与海岸带遥感监测的主要发展趋势，介绍支撑项目研究的飞行实验及主要设备；以
近岸水质、悬浮泥沙、珊瑚礁、红树林等为研究目标，从数据处理、理论算法、模型设计、案例研究
等方面详细介绍开展遥感监测的技术与方法；针对海岸带变化和海洋溢油问题，探讨利用多时相遥感
数据构建遥感监测模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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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水是人类最重要的资源及一切生物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除供饮用外，大量的水资源被用于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
因此，水质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大力发展，用水量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退水未经处理直接被排入水体中，造成了水体污染、水
质恶化。
常规的水质监测方法虽然精度高，但是极其费时费力，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另外，野外测量只能提供离散点的水质数据，不能反映一个地区水质的全面状况。
遥感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上述困难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对一个区域进行全面有效的水质监
测。
本章主要介绍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近海岸水质监测的原理与方法，并以马来西亚的珍尼湖地区、凌家卫
岛附近以及雕门岛地区的水质研究为例，、论述遥感数据反演及其与实地测量结果的对比，分析遥感
技术应用于水质监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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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岛与海岸带环境遥感》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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