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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建宇、舒嵘等编著的这本《成像光谱技术导论》围绕成像光谱遥感技术的原理和成像光谱仪的设计
，以色散型成像光谱仪为主，介绍成像光谱技术的物理基础、探测器选择、系统整体设计、光学设计
、电子学设计、系统标定和检测、数据定量化处理、成像光谱技术的应用等内容。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叙述成像光谱技术的物理基础、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第
2章介绍光电传感器的物理基础、类型指标；第3章介绍成像系统和分光系统的设计；第4章介绍成像光
谱仪的电子学设计；第5章介绍成像光谱仪辐射和几何两方面的定量化技术；第6章介绍系统评价技术
；第7章介绍系统整体设计方法，并详细介绍两个成像光谱仪的实际设计案例；第8章以预处理为主介
绍成像光谱数据处理技术；第9章举例介绍成像光谱遥感的典型应用内容；第10章简要介绍现有的典型
成像光谱仪及其国内外发展趋势。

《成像光谱技术导论》适于光电技术、光学设计、遥感应用等相关专业的大学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
或空间遥感领域的系统开发人员和应用领域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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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元数据文件。
元数据文件是很重要的独立型辅助数据文件。
在保存数据或者在向用户分发时，必须为每一个图像数据文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和参数文件，以方便
数据处理和应用，其中，也包括很多已经存放于联合型辅助数据文件中的参数，但重复这些参数是很
有必要的。
元数据文件以文本文件或其他方便读取的文件形式记录所有与图像数据、飞行、仪器、数据处理、数
据提供与分发、和其他数据的关系等有关的信息，包括前述的图像参数、飞行时间地点、目标、天气
描述、仪器描述、相关辅助数据文件名、已经进行的处理、备注等，事无巨细，可以全部放在该文件
中，有时可笼统称为数据相关信息文件。
海量数据管理中，该文件非常重要，缺乏该文件，历史数据将难以使用。
元数据文件内容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有的内容则可缺省。
下面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开发的PHI－3的元数据文件包含的主要内容：飞行信息：日期
、时间、起飞机场、飞机型号、目标地点描述、用户名称、应用目标、操作员⋯⋯天气状况、云量（
粗略估计）、能见度（主观粗略估计的结果，非测量结果）、稳定平台型号（空为无）、位置与姿态
测量系统型号及安装参数、飞行高度、设计飞行速度、航线序号（该次飞行航线的序列号）、简单的
飞行评价（如顺利、中间的设备状况等）等。
传感器信息：传感器名称、传感器型号、光圈、积分时间、空间像元数（每行像元数）、光谱数（即
波段数）、像元合并方式、帧采集频率、传感器控温设定等。
处理过程记录：完整性分析与处理、处理中采用的暗电流文件名称、采用的辐射校正系数文件名称、
一级辐射校正完成情况、采用的光校与安装参数（或文件名称）、对应的位置与姿态数据文件名称、
几何粗校正完成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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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像光谱技术导论》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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