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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遥感数字影像处理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遥感数据采集、遥感数字影像处理的软硬
件、遥感影像的质量评估与统计评价、遥感影像显示与科学可视化、辐射校正(大气校正)、几何纠正
、影像增强、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信息提取、高光谱影像分析、变化检测和专题信息精度评价等。
本书包含大量精致图片，细致分析了主要影像处理概念，每章末附上大量参考文献以便深入学习。
　　本书可以用做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遥感数字影像处理教材，也可用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手
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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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Jensen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遥感数字影像处理等方面的科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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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原书第3版）可以用做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遥感数字影像处
理教材，也可用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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