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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冰冻圈遥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应用现状。
根据冰冻圈特点、监测需求以及遥感特色，综合论述探讨了现代冰冻圈遥感的测量能力、局限性、未
来应用潜力及发展趋势。
具体内容包括：冰冻圈地物测量需求及现代遥感测量准确性；根据实测和理论模式分析结果，系统总
结了冰、雪和冻土在可见近红外、热红外、微波及无线电波段内的反射与发射波谱特征；从测量原理
、方法及应用效果分别讨论了冰冻圈各组分——积雪、海冰、冰川冰盖、河湖冰及冻土的遥感监测。
     本书旨在为遥感及其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专业课程教材，也适合环境、气候、水文
、交通和农牧业研究人员以及与遥感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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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冰冻圈遥感技术应用意义　　随着地球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尤其是世
界气象组织（wMO）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首次正式将冰冻圈这一独特自然环境综合体，与大气
圈、水圈、岩石圈及生物圈并列，明确五大圈层通过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共同决定气候系统的形成
与发展，使冰冻圈研究范畴最终形成，其研究重要性也获得广泛共识。
尽管冰冻圈的整体研究开展较晚，但由于它是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库，又是现代气候变化
的灵敏指示器，不但对气候有重大反馈作用，其自身变化也对环境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可引起水资
源重分配、工程建筑基础稳定性改变及冰雪灾害频发率变化等（程国栋，1996）。
加之近年来迅速开展的涉及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变化研究，使得冰冻圈的研究内容和规模与
日俱增，日益受到广泛重视。
　　术语“冰冻圈”起源于希腊字kryos，意即严寒或冰冻寒冷。
它的现代定义，由于不同专业领域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或注重点不同而各有侧重，所以界定冰冻圈的
定义略有出入，但其含义及组成部分基本一致，即指地球表层每年至少部分时间处在零度以下所形成
的各种类型积雪、冰川、河流湖泊中的淡水冰、海冰、地下冰及多年冻土（施雅风，1998）。
冰冻圈经由这些组成部分影响地表与大气问的能量和水汽交换通量、云、降水、水文过程以及大气与
海洋环流（图1.1）（NASA，1998），最终形成一系列大气、陆面与海洋间的耦合过程和反馈作用，
使其在全球气候形成与全球变化响应模式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的展开也是针对冰冻圈这5个组成部分逐章阐述，分别讨论它们的遥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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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冰冻圈遥感》旨在为遥感及其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专业课程教材，也适合环境、气
候、水文、交通和农牧业研究人员以及与遥感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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