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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5年美国人R.H.Stewart编著的Methods of Satellite Oeanogm-phy和英国人I.S.Robinson编著
的Satelliteoceanography问世以来，“卫星海洋学”在高校已成为一门新兴课程。
随着卫星遥感和卫星海洋学的迅速发展，上述教材已经不能满足我国高校对卫星海洋学教材的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着手编写了我国的《卫星海洋学》教科书。
本书编委会委员包括刘玉光、郭佩芳、殷晓斌、修鹏、徐青。
　　本书的前身是中国海洋大学“卫星海洋学”课程讲义，讲义的初稿由刘玉光于2002年春季完成。
本书作为教材在中国海洋大学试用了八个学年，经历了八次修改。
在修改过程中，郭佩芳提供了自编讲义等素材，修鹏参加了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编写，殷晓斌参加了第
八章和第九章的编写，徐青参加了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编写。
全书最后的定稿由刘玉光于2008年完成。
　　2004年春季，本书第三稿已在中国海洋大学教学网络平台向公众提供。
在本书试用期间，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海洋管理、军事海洋学和大气科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物理
海洋学、流体力学、气象学、海洋技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专业的研究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
本书许多插图标注了出处，凡是没有标注的插图由作者和学生绘制。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的出版获得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资助，谨
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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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借鉴了国内外的最新文献，在内容的广度、理论的深度以及最新信息的跟踪方面比国外同类教材
有明显进步。
《卫星海洋学》前三章介绍了卫星遥感在海洋监测和海洋学研究中的作用、现有各种卫星和传感器等
常识性信息，以便对卫星遥感有宏观了解。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叙述了.海洋遥感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阐述了与卫星海洋学密切相关的各种卫星传感器的遥感原理、算法和产品以及在海
洋学研究中的应用。
书后还给出r参考文献、学习参考书、复习题和缩写名词。
为培养学生从世界各国遥感网站查阅文献和获取数据资料的能力，书中给出了各国卫星遥感网站和海
洋大气数据网站的地址。
《卫星海洋学》可作为海洋科学、大气科学、地理学、环境学、海洋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和其他相关
学科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读者应具备微积分、大学物理和概率统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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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卫星海洋遥感的应用　　卫星海洋学（satellite oceanography）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观测和
研究海洋的一门学科。
卫星海洋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卫星技术、遥感技术、光电子技术、信息科学与海洋科学相结
合的产物。
笼统地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即卫星遥感的海洋学解释和卫星遥感的海洋学应用。
卫星遥感的海洋学解释涉及对各种海洋环境参量的反演机制和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卫星遥感的海洋
学应用涉及运用卫星遥感资料在海洋学各个领域的研究。
　　卫星海洋学涉及的详细内容有：①海洋遥感的原理和方法：包括遥感信息形成的机理、各种波段
的电磁波（可见光、红外光和微波）在大气和海洋介质中传输的规律以及海洋的波谱特征。
②海洋信息的提取：包括与海洋参数相关的物理模型、从遥感数据到海洋参数的反演算法、遥感图像
处理和海洋学解释、卫星遥感数据与常规海洋数据在各类海洋模式中的同化和融合。
③满足海洋学研究和应用的传感器的最佳设计和工作模式：包括光谱波段和微波频率的选择、光谱分
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的要求、观测周期和扫描方式的研究以及传感器噪声水平的要求。
④反演的海洋参数在海洋学各领域中的应用。
卫星遥感所获得的海洋数据具有观测区域大、时空同步、连续的特点，可以从整体上研究海洋。
这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各种海洋过程的认识，引起了海洋学研究的一次深刻变革。
卫星遥感资料和卫星海洋学的研究成果在海洋天气和海况预报、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海洋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海岸带测绘、海洋工程建设、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监测等科学问题上有着广泛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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