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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成果之一。
书中重点介绍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与碳循环观测及过程研究中的定量遥感监测和信息提取方法，涵
盖了遥感数据处理、地表参数定量遥感反演、土地覆盖遥感分类、陆地净初级生产力定量遥感、海洋
初级生产力遥感估算等与碳循环遥感监测技术相关的多方面内容。
    本书可供遥感、生态、环境、全球变化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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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铮，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5年生。
1988年获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学士学位，1991年获北京大学GIS与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地
图学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1993年相继任北京大学GIS与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助教、讲师
，1996年获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专业博士学位，1996年至今相继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
究所助研、副研、研究员；目前负责所内全球变化遥感方向的创新工作，任首席科学家。
共发表论著30余篇（部），主持或参加国家和部门项目10余项。
目前主要项目承担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课题负
责人；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项目专家，课题负责人。
2003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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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节　遥感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应用多时相多分辨率遥感数据被广泛地应用在
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的研究中。
有学者认为，遥感在景观生态学中的应用可以归纳为3类：植被和土地利用分类、生态系统和景观特
征的定量化、景观动态以及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从遥感的功能而言，生态学研究从遥感中除获得植被覆盖类型外，还可以获得生态系统的特
征参数，从而可结合其他非遥感数据在较大尺度上研究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及机制。
最近20年，从遥感数据提取陆地表面生物物理信息的模型构建工作获得了很大进展，通过遥感反演获
取地面物理参数，如地面反照率、叶面积指数、土壤湿度等，可直接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模型的
驱动变量或参量，利用植被指数或高光谱分辨率遥感数据获取陆地生态系统植被碳库、植被与大
气C02交换、陆地生物圈的碳流季节性变化特征等信息。
随着对全球变化研究中碳循环等问题的深入研究，遥感技术在生态学领域的应用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展
。
因此，研究利用遥感的功能解决生态学中存在的问题，寻求遥感技术与生态学结合的切人点，不仅是
遥感应用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生态学问题的有益途径。
一、遥感技术前沿遥感发展到今天，相比传统的被动光学遥感技术，出现了许多新型的遥感技术，如
多角度遥感、成像光谱遥感、雷达遥感、激光遥感等。
这些遥感技术可以反演更多的地表参数，提高反演精度。
综合运用上述遥感技术，将会促进陆表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循环观测及过程定量遥感研究的发展。
但我们注意到，一些参数的反演难度仍很大，反演精度及不确定性也是当前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传统的单一角度测量方法，多角度遥感可以更加精确测量植被冠层结构特征，如叶面积指数、
叶倾角等，有效提高对植被冠层光合有效辐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植被蒸散和水分平衡、冠层能量
分布等的估算精度。
同时，多角度热红外遥感的发展，使得我们有能力更细致地区分植被冠层内部的组分温度，如阴叶和
阳叶，提高地表温度测量的准确度。
目前，多角度遥感成为国际遥感界瞩目的热点之一。
已经发射或正在研制的专门用于多角度测量的遥感器达十几种，如MISR，如何利用这类遥感信息高精
度地反演地表特征参量，以及它与其他遥感信息的结合，是关注的焦点。
此外，现有传统遥感器中多角度信息提取和误差订正正在成为定量遥感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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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碳循环遥感基础与应用》供遥感、生态、环境、全球变化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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