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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作为采集地球数据及其变化信息的重要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以及我国的许多政府部门、科
研单位和公司得到广泛的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我国各高等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遥感课程，培养了一大批
遥感方面的科研和教学人才，充实了我国遥感队伍。
遥感技术也在理论上、技术上和实际应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遥感数据源向着更高光谱分辨率和更高空间分辨率发展的同时，处理技术也更加成熟；在应用上，
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向着更系统化，更定量化方向发展，使遥感数
据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
本教程是我国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地学类专业的大学本科学生学习遥感知识的教材，也可作为
研究生及教师的阅读参考资料。
为了适应遥感技术的新发展，本教程力求采用新思路，新体系，新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国内外有关教材的部分内容，但在体系上作了一些调整，以尽可能地适
应遥感技术的迅速发展变化。
由于航天遥感成像水平已向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率的航空遥感成像水平接近，航天和航空遥感
在成像和解译方法上的界线，摄影与扫描成像手段上的界线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本教程为反映这些趋向，作了一些尝试。
首先，在章节安排上，不再对航空和航天遥感分章论述。
其次，对于基础知识部分，适当增加了深度。
第三，增加了最新的前沿研究发展介绍，例如：图像处理中的不同分辨率图像的复合技术及遥感与非
遥感信息的复合技术；图像理解中的特征抽取技术；遥感应用中的高光谱分辨率遥感应用介绍；还增
加了GIS.GPS和专家系统等内容。
本教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遥感的基础知识，在内容上着重于遥感基本原理和方法的介
绍，而不是侧重介绍某一具体遥感技术系统。
具体的遥感平台及传感器仅作为实例或附录加以介绍，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学生可以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很容易掌握新的航天器和新传感器知识。
在学习时，对各章节的内容，各高校在教学中可作适当调整，将讲课和学生阅读相结合，理论学习和
教学实习（另书）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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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导论》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也是全国高等学校地理类专业公共核心课程教材。
教材注重反映现代遥感技术的最新成果，结合经济建设实际，注重反映遥感应用内容。
全书以较大的篇幅系统介绍了计算机遥感图像处理的内容，并且在诸如地物光谱、多光谱成像仪、微
波遥感、特别是3S（RS、GIS、GPS）集成等世界领先技术方面，注重适当引入。
主要内容包括：遥感基本概念、电磁辐射和地物汉谱、遥感成像原理、遥感图像特征、遥感图像分析
的原理与方法、图像信息的提取与分类处理、遥感的应用及实例、3S集成，以及新型遥感平台与传感
器等，书后还附有遥感缩写字母表和常用词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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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 遥感的特点1.4.1大面积的嗣步观测在地球上，进行资源和环境调查时，大面积同步观测所取
得的数据是最宝贵的。
依靠传统的地面调查，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工作量很大。
而遥感观测则可以为此提供最佳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不受地形阻隔等限制。
遥感平台越高，视角越宽广，可以同步探测到的地面范围就越大，容易发现地球上一些重要目标物空
间分布的宏观规律，而有些宏观规律，依靠地面观测是难以发现或必须经长期大面积调查才能发现的
。
如一帧美国的陆地卫星Landsat图像，覆盖面积为100 nmile×100 nmile（185 kan×185 km）=34 225 krn2
，在5～6mm内即可扫描完成，实现对地的大面积同步观测；一帧地球同步气象卫星图像可覆盖1／3
的地球表面，实现更宏观的同步观测。
遥感探测，尤其是空间遥感探测，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同一地区进行重复探测，发现地球上许多事物的
动态变化。
这对于研究地球上不同周期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
不同高度的遥感平台其重复观测的周期不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可以每半个小时对地观测一次（如FY
一2气象卫星）；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如NOAA气象卫星和FY-1气象卫星）可以每天2次对同一地区进
行观测。
这两种卫星可以探测地球表面及大气在一天或几小时之内的短周期变化。
地球资源卫星（如美国的Landsat、法国的sPar和中国与巴西合作的cBERS）则分别以16天、26天或4～5
天对同一地区重复观测一次，以获得一个重访周期内的某些事物的动态变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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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导论》在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上也注重了能力的培养。
《遥感导论》与《遥感实习教程》（附CAI光盘）构成系列教材，配合使用。
 适合地学及相关专业作教材，也适合专业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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