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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遥感基础教材。
内容包括遥感原理和遥感信息提取两个方面。
以作者多年从事遥感课程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体会，感到不少同学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不是很深入
、全面，特别是对遥感的一些基本物理概念和规律、遥感的内容体系、众多具体的信息分析方法之间
的关系等理解和掌握得不够。
这种不足会限制他们运用遥感解决地学问题的能力，也限制他们对遥感方法的创新能力，甚至由于不
甚了然而限制了他们对遥感学习的兴趣。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授课方面的，也有教材方面的。
基于上述体会，作者试图采各家遥感教材之长，加上自己的一些教研心得和认识，编写一本对遥感原
理、遥感内容体系和遥感信息分析方法有较为系统化表述的教材。
是为此书之初衷。
心所系之而力有不逮，或为编著者难免之憾。
惟愿读者、同仁对书中不足和错误不吝指正。
　　本书意在遥感基础知识，对遥感的深入问题或前沿问题未有过多涉及。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地理学、地质学等地学应用领域的本科生。
　　书中引用了大量参考文献，在此对文献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要诚挚地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王金龙老师和胡艳老师所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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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系列教材：遥感原理及遥感信息分析基础》全面和细致地介绍
了遥感科学与技术中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以及分析和提取遥感信息的各类主要方法，涉及遥感中
的主要物理定律、地物辐射特征及辐射传输过程、遥感数据获取的技术原理和主要方式、遥感数据的
图像特征和光谱特征、遥感图像处理和分析方法、遥感反演方法等，对遥感基础性问题及前沿性问题
亦有所介绍。
《高等学校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系列教材：遥感原理及遥感信息分析基础》的主要特点是将遥感的
丰富内容纳入一个较为系统、清晰的框架中予以介绍，便于读者对遥感科学与技术进行全面、完整的
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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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遥感的概念　　人类对宇宙中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基于对事物的各种“属性”的认识，比如
物体的亮度、颜色、温度、形状、大小等。
人类用各种感觉器官来获取事物的属性信息，其中，视觉是最重要的信息获取途径。
视觉系统中的视细胞可以感受“可见光”波段的电磁辐射，进而可以知觉客体的颜色、大小、形状等
其他属性。
因为物体的各种属性之间具有相互的联系和作用，故进而还可通过视觉获得客体更多的其他属性信息
，如物体的干湿程度等。
但人类感官对信息的获取具有局限性，所以人们就研究和发展出各种仪器和技术手段来对它加以弥补
或扩展。
遥感就是这样一种弥补人类视觉系统的局限性，以扩展我们了解、认识事物的能力的技术手段，比如
，我们不能（或不能清晰地）看到离我们太远的东西，也不能看到处于黑暗中的东西，而遥感仪器（
如借助望远系统和非可见光波段）则能帮助我们克服上述局限。
所以，遥感在其本质意义上就是延长人的视觉功能的仪器和手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遥感，不妨简要地了解一下人类的视觉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人的视觉系统包括两个大的部分，即对物体的可见光探测和对可见光图像信息的分析。
前者是眼睛的功能，后者是大脑的功能（视网膜也具有一定的信息加工能力），它们之间依靠视神经
、视放射完成视觉信息的传递。
眼睛通过晶状体采集光辐射，由视细胞（锥细胞和杆细胞）探测光辐射，在视网膜成像；经由视觉链
路（视神经传递至外侧膝状体，再由视放射传递至大脑视皮层）完成视觉电信号的信息传递；在视皮
层对视觉信息进行处理，由此完成对视觉图像的颜色、形状、深度和运动等各种信息的提取和分析。
　　在遥感系统中，视觉系统中的这些生理组织及其功能都有相应的器件或子系统与之对应，如物镜
对应晶状体，传感器对应视细胞，遥感数据的有线或无线传输对应视觉链路，计算机对应大脑。
当然，这种对应还有某些变化和差异，比如视觉信息完全由大脑来分析，而遥感信息可以同时（交互
）利用计算机和人的大脑来分析。
在后续内容中，我们将对遥感中的这些构成部分作较详细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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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遥感原理及遥感信息分析基础(高等学校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系列教材)》由刘吉平主编，这是一
本遥感基础教材。
内容包括遥感原理和遥感信息提取两个方面。
以作者多年从事遥感课程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体会，感到不少同学对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不是很深入
、全面，特别是对遥感的一些基本物理概念和规律、遥感的内容体系、众多具体的信息分析方法之间
的关系等理解和掌握得不够。
这种不足会限制他们运用遥感解决地学问题的能力，也限制他们对遥感方法的创新能力，甚至由于不
甚了然而限制了他们对遥感学习的兴趣。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授课方面的，也有教材方面的。
基于上述体会，作者试图采各家遥感教材之长，加上自己的一些教研心得和认识，编写一本对遥感原
理、遥感内容体系和遥感信息分析方法有较为系统化表述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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