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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环境类系列教材：环境空间信息技术原理与应用》全面介绍了：环境空间信息技术相
关知识及应用，本书可作为全国高校环境生态类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信息学、生态学、环境学、地
图学各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选修课教材。
可供环境保护管理者、高等院校师生，特别是从事环境保护、监测和规划工作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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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气辐射和其他自然辐射源发出的辐射同大气相互作用的物理效应来遥感探测大气的技
术被称为“被动式大气遥感”。
由于不需发射设备，可大大减小接收器的功率和重量。
可利用的辐射源主要有太阳辐射、大气及地面等的红外热辐射和微波辐射，其他还有闪电、带电水滴
运动碰撞、冰晶化过程所激发的无线电波信号，以及大气运动中特定部位激发的重力波、声波、次声
波等。
红外热辐射和微波辐射相应的遥感探测仪器则称为大气红外辐射计和大气微波辐射计。
其中，红外辐射计用于接收大气所发射的波长在1～100mm范围的红外波；而微波辐射计则用于接收
波长为1～100mm的微波。
虽然两者的工作波段范围相差很大，但这两种仪器都能用来实现对大气温度、湿度、微量成分，以及
云、雨参数的遥感探测。
由于这两类仪器本身不牵涉到波的发射，因此结构一般都比较简单，在地基和空基的大气遥感探测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自20一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将各种被动遥感仪器安装在人造卫星上，以对地观测的方式对地
球大气进行遥感探测，从而开辟了大气遥感的一个新领域——卫星大气遥感。
气象卫星投入使用是遥感技术在气象学中最为成功的应用，从此开辟了从高空全面不间断监视大气的
新观测平台，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卫星云图，还获得了大气中水汽、臭氧、温度垂直分布、风场等许
多信息，而且更多的观测项目还在不断地开发之中。
在气象卫星观测平台上，能接收到的来自地面和大气的电磁辐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面和云层对太
阳辐射的反射，另一类是地面、大气和云层的红外辐射和微波辐射。
（1）可见光波段大气对太阳光，尤其是可见光波段基本上是透明的，因此到达卫星的反射光主要来
自地表和由水滴构成的云层对阳光的反射。
地表的反射率与地表性质有关，例如，海水中的水分子具有电偶极矩，红外共振非常强，可一直影响
到对红、橙色可见光区域也有微量选择吸收，使得海水略显蓝色。
而云层的反射是由大量半径在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之间的水滴所形成的。
散射强度与波长没有明显的关系，结果水滴都以同样强度反射太阳光中的各色光，从而形成白色光。
卫星传感器上在可见光波段选择适当的波长，就可得到清晰的用色调代表对可见光反射率强弱的可见
光云图。
低云中水滴密度大，反射光最强也最亮。
另外，从云图上还可见到无云区的地表特征。
由于太阳辐射强度大，因此可见光云图的分辨率高，但其致命缺点是不能得到地球“夜半球”的云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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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空间信息技术原理与应用》是高等院校环境类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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