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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质遥感理论方法及应用》(作者张渊智、陈楚群、段洪涛)主要介绍水质遥感的基本原理、数
据处理方法及其应用实例，包括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研究现状，以及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瓶颈问题。
从光学遥感辐射的物理基础出发，首先描述了水质遥感的基本原理及其光学特性的物理意义，接着介
绍水色遥感大气校正方法及其研究意义，然后重点论述水质遥感光学数据处理方法和应用实例，此外
结合目前水质遥感研究的最新进展，增加了激光雷达和微波遥感数据的处理方法及应用，最后指出未
来水质遥感的发展趋势及其研究重点。

　　《水质遥感理论方法及应用》有机整合水体的光学特性和遥感数据处理方法，通过许多实例，不
仅系统地介绍光学遥感在水环境监测中的具体应用，而且给出了光学遥感数据与微波遥感数据复合的
应用实例，还简单介绍了激光雷达和微波遥感的应用潜力，基本涵盖了水质遥感应用的各个方面，同
时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便于读者掌握理论知识并开展实际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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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渊智，芬兰赫尔辛基工业大学科学博士。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遥感应用和地球系统科学的教学及研究
工作。
　　自1988年开始，分别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荷兰国际航空航天测量与地球科学研究院
（ITC）、芬兰赫尔辛基工业大学和加拿大舍布鲁克（Sherbrooke）大学学习与工作。
尤其是自1996年参加欧盟“水质遥感监测”研究项目以来，对国际上本领域的前沿研究动态及研究方
法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与把握，并成功地应用光学遥感数据和微波遥感数据的复合方法估算芬兰湾主要
水质参数。
已发表国际期刊论文50余篇，包括著名的遥感杂志如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和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Remote Sensing等o 2003年获欧盟“201 OEU环境展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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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预防污染，减少经济损失，确保我们的后代能够使用未受破坏的资源，对水体的监测的实施
和适当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传统的定点采样的方法一方面在空间上难以得到大范围的异质的水质参数，另一方面，在时间上很难
得到水质的时间变化。
然而，很难实地监测所有的河口和海区，卫星遥感技术使之成为可能。
遥感获得的空间图像可以用于各种水质相关的应用，包括水质评价、预测模型、各种重要环境过程的
监测（土地覆盖变化、富营养化、藻华、赤潮等）。
遥感技术正好弥补了传统水质监测的缺陷，以其实时、高效、持久、数据量大、观测范围广的优点在
水质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2水质遥感监测的意义　　水体水质的遥感监测突破了船舶或浮标的定点观测，遥感从一个新
的视角、大尺度、动态地观测水体水质分布及变化。
水质遥感可以实现大范围的赤潮监测（潘德炉，2001）。
叶绿素是水体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叶绿素主要存在于水体浮游植物中，浮游植物的大量繁殖是水体富
营养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韩菲，2003），而富营养化又是赤潮发生的物质基础。
当赤潮发生时，有些赤潮生物可以分泌有害物质，危害水体生态环境；有些赤潮生物含有毒素，鱼类
、贝类等食用后在体内累积，这些鱼类、贝类被人类食用后可造成中毒甚至死亡；有些赤潮藻类虽然
无毒，但是由于吸收水体中大量的氧气，造成水体缺氧，危害水质和水生生物。
所以赤潮的监测和预防对水质、水生生物以及人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朝贤，2000）。
水质遥感反演可以从空间快速获取大量的海面水质的信息，为赤潮预报和监测提供重要的研究手段（
杨肖琪和林敏基，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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