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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地退化遥感监测》系统地论述了草地退化遥感监测的主要基础理论、原理及其相关的技术方
法，草地退化遥感监测使用的信息源，数据预处理方法，遥感监测机理；典型草地退化的遥感像元解
译与分类；典型退化草地类型光谱特征分析与解译；典型退化草地混合像元分解及退化特征解译方法
；高光谱资料提取草地退化特征的方法及其典型草地退化的定量化驱动力分析及草地退化遥感预警方
法，为实现快速诊断草地退化植被变化和光谱变化特征，开展草地自然资源定量化评价，提供前期遥
感诊断理论和技术等。
　　《草地退化遥感监测》内容丰富、新颖、系统，通俗易懂，可作为高等学校草业科学、畜牧学、
生态学、地球科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及农学等相关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草业生态
与环境、草业规划、草地监测及草业生产、国土资源治理、全球变化研究及自然资源遥感监测等行业
的科技人员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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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从国内外草地遥感应用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向来看，建立全国草地资源动态监
测和估产网络，实现GIS与RS、GPS一体化集成，使草地资源信息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分析和应
用及灾害预警成为一个整体的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网络建立及草地资源专家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研
究，必将对草地自然资源科学管理和评价起到推动作用，是未来草地遥感科学应用发展的一种必然趋
势，因此，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
 1.1.1.2利用“3S”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遥感监测草地退化特征具有重大应用价值 因为本研究属于
草地生态科学、地理科学和遥感科学方面的应用基础和高新技术性研究，涉及这些学科许多交叉性的
前沿研究领域，本研究目标明确，符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研究的迫切需求，
也符合维护这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撑的需要。
而草地也是国土资源与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功能和动态对农牧业生产和区域生态平衡
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和维护价值。
试验区位于新疆北部重要牧区，是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以山地草原和荒漠草地为主要类型，
其植被逐渐稀疏、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加之，相关生态和遥感研究历史资料丰富［1—13］，是进行本
研究最理想的试验区。
本研究利用先进的“3S”技术，及时、准确、客观地掌握新疆北部草地退化分布与生态环境状况，并
开发出一系列草地信息产品，可为国家和地区各部门制定经济规划、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及安排农牧业
生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同时，也为今后推动我国农牧业信息发展和尽快实现农牧业系统管理科学化、现代化，提供新的技术
支撑奠定良好的科学基础。
因此，本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价值，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
景。
 本研究试图在“3S”技术集成应用、多种遥感信息复合与融合技术使用、草地退化特征遥感监测指标
选择、各类“天地”相关信息结合处理、空间数据建模分析及终端显示和遥感监测精确度提高及草地
退化特征指标判读上，体现出本研究具有应用性、综合性和技术性强的特点［15—40］，为今后开展
大面积草地退化定量诊断和判别提供前期理论与技术预研（图1.2）。
诚然，只有利用“3S”技术大面积监测草地退化特征，才能从生态系统总体状况出发，结合我国国土
辽阔、草原面积巨大及类型多样的国情，作出全国大区性整体草地退化状况分布图。
这是仅仅利用地面草地退化调查所不能及的，而且利用“3S”技术比地面调查方法能够节省大量的人
力、财力、物力和时间，以满足统一全国监测标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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