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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海洋观测卫星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很大发展。
这种发展结合了计算资源和接收颁发网络的发展，已经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海洋和大气特性的了解。
在同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射海洋卫星或者研制海洋卫星上的仪器。
20世纪80年代早期，只有美国和前苏联拥有海洋观测计划。
而2000年，拥有海洋观测计划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巴西、加拿大、中国、欧洲、印度、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地区、俄罗斯、乌克兰、美国，此外还有多家私人公司。
　　电磁波谱在海洋观测中的应用，结合我们对海洋表面和大气性质的了解是大量新仪器研制的出发
点。
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试验性的仪器现在已经是海洋学研究的基本工具，包括使用窄波段光学传感
器估计生物初级生产力和观测浮游生物相关的荧光特性；用红外波段测量海面温度达到观测气候变化
需要的精度；被动微波遥感器提供了全球不受云影响的海面温度观测；高度计测量海面讶然精度达
到2CM。
由于计算机资源的高效利用，可以迅速获得这些数据并且经常发布在公共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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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利用卫星数据反演海洋物理和生物的特性，给出了在海洋方面应用的例子，描绘了众多国
家的及国际的卫星海洋学计划，回顺了过去20年的成就，总结了现状并展望了直到2019年的汁划。
本书涵盖了辐射传输、海洋表面特性、卫星轨道、仪器与方法、生物特性的可见光遥感、红外海表温
度反演、被动微波遥感测量、散射计风场反演、高度计和SAR观测等。
同时讨论了新的技术，如极化被动微波辐射汁、SARS、干涉雷达高度汁和海面盐度反演等。
    本书可以作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小科生的卫星海洋学科书，也可以作为利用卫星数据从事海洋研究者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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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助理，1969开始在华盛顿大学海洋学院工作至今，现任该学院物理海洋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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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委会和SAR及南纬度环境变化研究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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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概述　　在过去的30年中，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卫星观测及监测全球海
洋和大气的能力。
同样，计算机技术和软件的发展使得快速地获取和处理海量的卫星数据成为可能，例如，获取和处理
全球海浪、全球大尺度海流的变化、海面风场，以及区域和全球海洋生物的变化等方面的数据。
卫星获取的这些有用数据同化到数值模式中，能够进一步改善海洋、气象预报的精度。
　　海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它大约覆盖了地球面积的70％，包含了地球上大部分的水资源，也
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在生物学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含了地球上25％的植物物种，这些物种主要集中在海岸带有
限的区域内（Jeffrey和：Mantoura，1997）。
具有高生物生产力的地区包括：纽芬兰大浅滩、白令海和阿拉斯加海湾、北海和秘鲁海岸，世界上80
％-90％的渔获量在这些地区或相似的区域。
海洋在气候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洋热含量变化的确定和海洋与大气之间垂直方向热通量、湿度
以及c0：的观测对于认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在赤道和南北极之间大尺度的海流进行了大约一半的热输送，大气则进行剩余的热输送。
除了两极地区，海洋的热输送和它巨大的热容量，使海洋可以起到调节全球气候的作用，并可改善大
陆地区的宜居性（Wunsch等，1981）。
根据一些数值模式预测：全球气候的变化将首先影响两极地区，所以监测南北极冰覆盖范围和冰厚对
于短期的航运和长期的气候研究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从局部区域到全球范围内对海洋的观测和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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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遥感导论》可以作为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卫星海洋学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利用卫星数
据从事海洋研究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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