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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遥感是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目标物或自然现象远距离感知的一门探测技术。
具体地讲，是指在高空和外层空间的各种平台上，运用各种传感器获取反映地表特征的各种数据，通
过传输。
变换和处理，提取有用的信息，实现研究地物空间形状、位置、性质、变化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
一门现代应用技术科学。
1858年世界上第一张航空像片获得后，出现的航片判读技术是现代遥感技术的雏形，由于技术上的限
制，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一直发展十分缓慢，仅仅是在航片几何处理上有很大的突破，航空摄影测量
的理论和光学机械模拟测图仪器发展到比较完善的地步。
1956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为遥感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科学家对随后发射
的卫星上回收的成千上万张地球照片进行分析，注意到卫星摄影拍摄范围大，速度快，成本低，在短
期内能重复观测，有利于监测地表的动态变化。
并发现了许多在地面或近距离内无法看到的宏观自然现象。
在这同时传感器技术长足发展，出现了多光谱扫描仪、热红外传感器和雷达成像仪等，使得获取信息
所利用的电磁波谱的波长范围大大扩展，显示信息的能力增强，一些传感器的工作能力达到全日时、
全天候，并且获取图像的方式更适应现代数据传输和处理的要求。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海量卫星图像数据的处理、存储和检索快速而有效，尤其在图像的压缩
、变换、复原、增强和信息提取方面，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这样就大大突破了原先航片目视判读的狭隘性，“遥感”（RemoteSensing）这一更加广义和恰当的新
名词，很自然地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
美国在“双子星座”（Gemini）、“天空实验室”（Skylab）和“雨云”（Nimbus）等卫星和宇宙飞
船上进行遥感试验的基础上，1972年7月23日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ERTS·1），后改称陆地卫
星（L,andset），星上载有MSS多光谱扫描仪和RBV多光谱电视摄像仪两种传感器系统，空间分辨
率80m，是一颗遥感专用卫星，五年多发送下来的大量地表图像经各国科学家分析和应用，得到了大
量成果，可称为遥感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1982年美国发射的陆地卫星4号（I~andset-4）上装载的’rM专题制图仪，将光谱段从MSS4个波段增加
到7个波段。
空间分辨率提高到30m。
1986年法国发射的Spot卫星上装载的HRV线阵列推扫式成像仪将空间分辨率提高到10m，被称为第二
代遥感卫星。
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遥感卫星，Ikonos卫星上遥感传感器空间分辨率达到1m，快鸟（QuickBird）卫星
达到0.6 1m。
遥感技术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传感器空间分辨率的提高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也十分快速，遥感平台
由遥感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有一定时间间隔的短中期观测，发展为以国际空间站为主的多平台
、多层面、长期的动态观测。
还计划发射小卫星群，获取任意时相的卫星影像，以适应不同遥感监测项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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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2版)》系统介绍了电磁波遥感的基本理论、遥感数据获取和遥感图像处理与
分析的最新技术，以及遥感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2版)》是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的核心教材，可供遥感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
也可供遥感科研和生产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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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电磁波及遥感物理基础§1.1 概述遥感即遥远感知，是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目标或
自然现象远距离探测和感知的一种技术。
空间中的电磁场、声场、势场等由于物体的存在而发生变化，测量这些场的变化就可以获得物体的信
息，因而电磁波、机械波（声波）、重力场、地磁场等都可以用作遥感。
例如：蝙蝠可以发射25000—70000 Hz的超强声波并接收这些声波的反射回波，进而它可以觅食或自由
地飞行；人们利用重力场来探测地形变化或地质构造。
但目前人们所说的“遥感”，一般是指电磁波遥感，它是利用电磁波获取物体的信息。
本书着重讨论电磁波遥感技术。
遥感之所以能够根据收集到的电磁波来判断地物目标和自然现象，是因为一切物体，由于其种类、特
征和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电磁波的反射或发射辐射特征。
因此遥感技术主要是建立在物体反射或发射电磁波的原理之上的。
要深入学习遥感技术，首先要学习和掌握电磁波以及电磁波谱的性质。
本章主要介绍电磁波的发射和反射特性、地物波谱特性曲线及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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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2版)》：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核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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