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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遥感太湖蓝藻水华监测评估及系统建设》是作者所完成的中国气象局项目“蓝藻水体监测
系统建设”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风云三号卫星的太湖蓝藻监测模型的研究”等成果的提炼
和总结。
《卫星遥感太湖蓝藻水华监测评估及系统建设》围绕太湖蓝藻水华监测、评估、预警模型及业务软件
系统的建设，系统地介绍了以太湖为主的内陆湖泊水体环境遥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大量的野外观
测实验数据为依据，建立了蓝藻水华监测和评估模型，建立了蓝藻水华监测评估软件系统，开展了监
测业务和服务工作，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卫星遥感太湖蓝藻水华监测评估及系统建设》可供从事水环境遥感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大专院
校师生，以及环境保护、水利、城市规划等部门从事遥感和GIS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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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陆湖泊富营养化导致的蓝藻暴发，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我国太湖等内陆湖泊的蓝藻暴发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07年6月，江苏省无
锡市贡湖水源地曾一度受到太湖蓝藻严重污染，水质变腥、变臭，丧失饮用水功能，100多万市民饮水
受到影响。
　　国务院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里提到：“要重点开展流域水环境和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典型生态功能退化区综合整治的
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发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以及生态和环境监测与预警技术，大幅度提高改善环境质
量的科技支撑能力。
”　　蓝藻的暴发过程不仅与富营养化条件下蓝藻的生物学特性有关，也受到温度、风力、风向和水
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暴发面积大、时空变化剧烈的特点。
对于这些特点，传统的逐点监测方式无法满足时效性与空间覆盖范围两方面的需求。
卫星遥感具备了监测范围广、时间分辨率高的特点，是获取大面积地表信息的有效手段。
而多时空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卫星陆续发射，为蓝藻遥感监测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来源，根据湖泊蓝藻遥
感监测对遥感数据的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要求，建立基于卫星遥感等多源数据的
蓝藻监测、评估和预警模型，已成为蓝藻监测的迫切需要。
　　本书从蓝藻发生的生物学机制出发，以水体生物光学模型为理论基础，研究蓝藻在EOS／MODIS
和FY－3A／MERSI等卫星遥感数据的光谱响应机制；开展蓝藻生长期水体光学特征模拟与蓝藻特征波
段选择；结合地面观测数据，建立基于多源数据的蓝藻遥感监测模型。
在地理信息系统（BS）等空间信息技术支持下，开展蓝藻影响评估方法研究，建立蓝藻暴发的空间分
布和分级的评估模型，并建立了蓝藻水华监测评估软件系统，并阐述了其在业务运行中的作用。
　　本书的研究内容有助于人们了解湖t白蓝藻的遥感机理，理解气象因子等环境要素对蓝藻生消的影
响，同时带动蓝藻遥感监测技术的发展以及蓝藻评估和预警关键技术的开发，为研究蓝藻暴发的生物
学机制、评价蓝藻及其毒素的生态与环境风险及治理水体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成果进行业务转化后，可用于气象和环境等部门业务化监测及有关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业务管
理，增强湖泊蓝藻监测的能力；该方法可实现对湖泊蓝藻遥感监测、评估和预警，能够每日大尺度地
及时提供更多的湖泊蓝藻和水质信息，将增大遥感监测信息的用户范围，为气象、环境、渔业、水产
、统计及环境保护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持；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将促进生态环境功能
的提升与重点湖泊防灾、减灾能力的增强，可及时为各部门和大众了解蓝藻及水质情况、有关部门制
定防灾减灾措施提供帮助，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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