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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问题。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2008年，我国稻谷种植面积占国内粮食总种植面积的27％，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6％，因此及时掌握
我国水稻长势状况，对产量进行准确估测，一方面有利于适时制定国内农业政策，另一方面有利于应
对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
遥感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快速地收集农业资源和生产的信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
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其他现代信息技术，能实现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定量、定位。
光学遥感在作物生理、生化参数反演中应用广泛，但它容易受天气状况的影响。
我国水稻广泛种植在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这部分区域常年晴天数少，不利于利用光学遥感技术进行
水稻生长监测。
微波遥感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的特点，因此大力推广其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国家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信息获取与处理主题专门设立了对地观测应用示范工程项目。
其中，微波技术用于南方土地利用调查和水稻长势监测是这一应用示范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同志们多年来广泛开展了基
于多极化多模式雷达数据监测南方水稻生长的工作。
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虽然基于微波的作物长势监测和估产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结合已有的成果对其进行一
次系统的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目的在于将成功的经验、方法和理论总结出来，使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
论的问题系统化，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用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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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的全天时、全天候成像能力使它成为多云雨天气地区主要的中高分辨率遥感数
据源。
本书在水稻微波时域散射特性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雷达系统参数，包括波长、极化、入射角、
分辨率等对水稻及其共生植被后向散射特性的影响，研究了用多时相多极化RADARSAT数据
和ENVISATASAR数据监测水稻长势与产量预测的方法，为雷达遥感技术用于水稻的长势监测和产量
预报提供了一套运行性系统建设的方案，并对雷达农业遥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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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成为独立的
生产部门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切非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制约。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突出地表现在粮食的生产上。
如果农业不能提供粮食和必需的食品，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不会安定，生产就不能发展，国家将失去
自立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安定天下的产业。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关系到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
农业生产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指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痕量气体浓度的增加及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
等后果。
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引起各类生态系统的变化，如毁林开荒、毁林放牧、毁林发展
“现金农业”（砍伐森林种植咖啡、可可、香蕉、橡胶等高效益作物）、弃牧毁草开垦、草场过牧退
化、农田侵蚀性退化、土地沙漠化等。
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
UNEP的研究表明，各种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分别为二氧化碳49％、甲烷18％、氧化亚氮6％
、氯氟烃14％、其他气体13％。
值得注意，前三种温室气体对温度升高的贡献率达到近3／4。
虽然由农业引发的逸出所占比例仍不太清楚，但大气中痕量气体增加的部分原因是由水田和旱地释放
所引起的。
耕地是物质的贮存库和转化器，在土壤一植物生态系统中，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变成有机
碳，随后以自然凋落和根系分泌等形式输入土壤，经分解，最终以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返回大气。
农田生态系统以自然凋落形式输入土壤的有机物质随作物不同而异，平均占净生物量的18％左右。
根系沉淀作用输入土壤的有机碳也相当可观，小麦等作物可占净固碳量的5％～24％。
这部分有机碳易被微生物分解，绝大部分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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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波遥感农业应用研究:水稻生长监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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