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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跟踪国际前沿，密切结合应用需求，将统计学、智能算法与遥感信息机理密切结
合，在学科交叉过程寻找突破口所取得的一些新进展和成果总结。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多波段遥感数据的变换与分割、贝叶斯网络、进化计算、神经网络、模糊聚类、容
差粗糙集等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书后给出部分算法的C／C++源程序代码。
 　　本书适合广大从事遥感技术、遥感信息机理与应用和遥感图像处理的本科生使用，同时可供从事
智能处理的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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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根据遥感卫星数据处理的目的将遥感卫星数据处理划分为系统处理和应用处理两
大部分。
随着遥感卫星传感器探测目标的专一化，空间数据的积累和应用不断地扩大以及遥感卫星获取技术与
资源、环境和地球系统科学的密切结合等，对遥感应用处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遥感应用
处理也出现两个明显的发展模式：第一，传统的统计计算模式。
遥感应用处理系统中新方法在不断增加，特别是注意吸收线性、非线性算法，而算法复杂程度也在增
加。
第二，以生物物理反演模型为基础的“自然模式”。
加强传感器、地物特性与辐射传输特征的物理模型研究，经过一个模型将遥感数据直接转变为反映地
物特性的物理量。
　　本书集中了我们近年来线性、非线性处理算法以及算法组合方面探索的成果，反映了遥感应用处
理智能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
　　1.1 卫星遥感系统与任务　　遥感对地观测系统与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密切结合经
历了三个阶段的探测过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探测地球资源为目标的空间计划、美国Land—sat陆地卫星MSS—TM
—ETM+、法国SPOT1—5卫星、欧洲地球资源卫星（ERS）、日本地球资源卫星（JERS）以及后来中
国与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卫星（CBERS 1-2）都沿用了资源卫星的传感器有效载荷和指标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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