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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应用水平要提高，遥感定量化是必由之路。
定量遥感机理、建模和应用研究是国际遥感科学前沿领域。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建设有“农情遥感监测”、“国土资源遥感监测”、“灾害遥感监测”三
大遥感应用运行系统，在全国农作物估产、农作物长势旱情监测、洪水监测、国土资源调查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示范应用作用，多年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咨询意见和建议，但是也存在定量化程度
不高、精度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
2003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KZ（2X3-SW-338），由我担任首席科学家组
织项目组，重点针对应用运行系统中的模型和方法不确定性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以提高遥感监测定量
化水平，推动遥感应用系统的升级改造，并探索遥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新模式。
项目组以青年骨干为主，是一支团结的攻关队伍。
几年来，围绕遥感应用运行系统中定量遥感模型、应用方法及不确定性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
了一批很好的研究成果。
《定量遥感模型、应用及不确定性研究》是项目组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既有理论深度，又与应用紧
密结合，是定量遥感领域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定量遥感机理、实验、建模、反演与应用是遥感科学的前沿领域，遥感应用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仍然是
我们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需要更多的青年科技骨干不畏艰难、继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我衷心祝愿我国定量遥感科学研究能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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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当前定量遥感应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本书结合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建设的“农情遥感监
测”、“国土资源遥感监测”、“灾害遥感监测”三大遥感应用运行系统，阐述了遥感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中的模型、方法及不确定性方面的发展状况、学科前沿问题、发展趋势和应用成果，包括定量
遥感应用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KZCX3-SW-338)等项目中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
    本书可供从事定量遥感基础研究、遥感应用研究、遥感项目规划管理以及遥感应用系统建设的科技
和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各高校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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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遥感数据分类的不确定性表达是和其评价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遥感分类不确定性的表达指标是不确定性评价的一部分。
遥感分类不确定性评价方法经历了一个逐步细化和严格的过程。
（Congalton（1994）将分类不确定性评价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精度评价方法以目视判断
为主，显然这种精度评价方法是一种定性的评价方法，而且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第二阶段的精度评价方法由定性方法发展到定量方法，这一阶段中，精度评价主要通过比较分类所得
的专题图中各类别的面积范围（或面积比例）与地面或其他参考数据中相应类别的面积范围（或面积
比例）。
与第一阶段的方法比较，这种评价方法具有定量和客观的优点。
但这种方法的最大局限在于其非定位（non-site specific）本质。
因为分类专题图中的某些类别面积即使占有正确的比例，但它可能在错误的位置。
因此，这种评价方法可能掩盖分类结果的真实精度。
第三个阶段以定位（site specitic）类别比较和精度测量（accuracy metrics）为特征。
在这一阶段，精度评价将特定位置的分类结果中的类别和地面实况或其他参考数据中相应点的类别进
行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发展出各种精度测量（如总体精度等）。
第四阶段的评价方法是在第三阶段方法基础上的细化和发展。
其核心是误差矩阵方法。
其特点是在充分利用误差矩阵信息的基础上，计算出各种精度测量（如Kappa系数），且统计上更为
严格。
误差矩阵精度评价方法是当前遥感分类精度评价的核心方法，有人建议将其作为分类精度评价的标准
方法（Smits et a1.，1999）。
但以误差矩阵为基础的精度评价方法存在诸多局限性。
随着对遥感数据分类问题认识的深入，以及不同精度评价目标的需求，科学家们进一步发展了许多新
的误差评价方法和指标。
同时，基于误差矩阵的精度评价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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