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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拥有各类天然草场0.82亿hm2，占全国天然草场
总面积的1/5左右，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其中高寒草地0.77亿hm2，约占全区草地面积的94%。
草地畜牧业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保护西藏高寒草地，发展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
，成为保障西藏生态安全、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的重要任务。
西藏高寒草地主要分布于那曲地区，那曲高寒草原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
那曲，藏语意为“黑河”，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整个地区在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
山脉怀抱之中。
区内高寒草地的类型齐全，高寒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荒漠等都有分
布，其中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类草地面积最大，种群类型最多，是开展高寒草地退化遥感分析的理想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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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藏北高原的草地资源及其生态位，分析了草地群落生物学特性；从遥感科学的基础知识和
基础理论出发，介绍了草地退化遥感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选择合理遥感数据源和影像预处理基础上
，通过分析地物光谱反射特征的差异来实现草地类型的遥感识别，系统归纳了草地类型的遥感识别、
草地类型图编制的方法；根据GPS提供的地理坐标，进行草地退化地理空间信息与遥感影像信息的相
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试验区草地退化的遥感评价模型；从系统论定量化的角度对影响草地退化
的驱动力作出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藏北高原不同功能区草地退化修复的对策，以及实现草业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和模式。
    本书供从事地理、草地、遥感、生态、环境、畜牧业及其相关领域的科研、教学人员和相关专业研
究生以及从事相关管理、规划、宣传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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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草地退化遥感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1 遥感的概念与发展　　2.1.1 遥感概念　　遥感
（Remote Sensing，RS）指不接触调查目标本身，从远处通过探测器接收来自目标的信息，即依据不同
物体对波谱产生不同响应的性质，利用飞机、卫星等飞行物运载的遥感器，接收调查目标的数据资料
，经记录、传送、分析和判读来识别目标。
遥感的观测对象主要是地球表层的各类地物，也包括大气、海洋和地下矿藏中的不同成分。
遥感技术是一种现代化空对地观测技术，具有全天候、多时相以及不同空间观测尺度等优点，可以对
土地利用、大气污染、水污染、洪水灾害、森林火灾、水土流失、草地退化、城市热岛现象和城市绿
地等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全面监控，并及时提供所需的遥感图像。
2.1.2 遥感发展趋势　　遥感技术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至今，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后，已成为一门集空
间科学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以及跨地球科学、电子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新兴科学与技术
。
遥感平台与观测技术正从单一传感器、单一平台、单一观测技术向多传感器、多平台、多角度，高分
辨率、高光谱、高时相方向发展；遥感信息提取从传统的目视判读到目前常用的人机交互判读，正在
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遥感应用正经历由静态到动态、由定性到定量以及由区域到全球的发展
过程。
　　2.1.3　遥感技术与GIS、GPS的结合　　遥感能实时高效地获取大面积的区域信息，为大面积的同
步观测提供了一种最佳的信息获取方式，但数据定位及分类精度比较差。
如果能将遥感技术与GIS、GPS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综合的技术系统，遥感技术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测量学者提出“3S”的概念，其物理含义是把RS、GIS、GPS三者有机结
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系统的集成技术——对地观测系统[3~4]。
基本思想是利用遥感提供最新的图像信息，利用GPS提供图像信息中的“骨架”位置信息以及野外工
作实时定位信息，利用GIS为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及统计数据提供技术手段，三者一起紧
密结合可为用户快速提供准确的基础资料（图件和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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