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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资源匮乏和污染为主要特征的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全
球性问题，亦是我国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方法，科学、准确、快速地对水资源环境进行监测与评价，适时掌握水资源环境
的变化信息，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已成为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合理规划及保护的关键问题。
这对于改善和保护水资源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水环境信息具有地域性、时效性、复杂性和多目的性。
既有描述有关地理特征的位置关系信息，又有反映不同时间水资源质与量的属性数据，以及大量复杂
的气象、水文、自然地理特征等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在业务管理上又具有分布存储、存储量大和格
式繁多的特点。
常规的水资源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主要是基于测站、断面的点数据，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
随着以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为主体的技术（3S技术）的地理空
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遥感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空间对地观测系统为资源环境的监测、评价和管理提供
了全新的技术手段。
RS技术是能够快速获得大范围地面数据的有效手段。
其覆盖面大，同步效果好，信息丰富，有利于观察和研究各种地面现象的连续空间分布。
GIS具有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三维分析等功能，可作为水环境评价与规划和信息管理的有效工具
，如利用GIS的空间叠加功能，将地理信息与水环境要素的监测数据集中到一起，进行区域水环境质
量现状评价。
本书从“3S”作为立体对地观测系统的技术出发，以陆地水资源科学为基础，在结合常规观测技术的
前提下，建立了一套基于遥感技术的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技术方法；并根据遥感研究对象的
多样性及环境背景的复杂性，采用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对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理论与
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
全书系统论述了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书中重点突出了遥感定量分析与
估算方面的内容。
这正是目前遥感领域的难点，同时，也是遥感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全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动态变化信息遥感提取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相应的遥感
数据处理的关键技术方法；水质环境污染要素的遥感监测技术及方法，水资源污染原因分析及预测、
区域水资源环境综合评价；基于遥感和GIS技术的流域水资源动态模拟以及相应的流域水资源定量估
算；区域水资源环境监测与评价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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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方法。
全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信息动态变化遥感提取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相应的遥感
数据处理；水质环境污染要素的遥感监测技术方法，水资源污染原因分析及预测、区域水资源环境综
合评价；基于遥感和GIS技术的流域水资源动态模拟以及相应的流域水资源定量测算；区域水资源环
境监测与评价信息系统。
全书反映了当前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新发展与新水平，可作为高等院校水资源、资源与环境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师生及相关专业领域的遥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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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贤，1965年生于陕西省商州市。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党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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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为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资源与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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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国内在应用遥感技术研究内陆河湖与近海的水质状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多数限定于
定性研究，或进行已有的航空和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却很少进行纯水以及不同水质的波段特性研究，
尤其是缺乏实验室和多种传感器的波谱数据及其定量分析结果。
匡定波1997年应用TM图像解译太湖水质状况，其结果表明卫星图像及水面反射光谱可以反映湖中泥沙
和叶绿素特征；濮静娟等1997年利用热红外遥感对唐山陡河水库的水质及其生态环境进行实验研究，
其结果表明近红外可有效地监测库区水质受热污染的状况；尽管国外许多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进行水的光学特性及波谱吸收及散射的研究，但其波段范围多选择在可见光或近红外，而且光谱分辨
率大小不等，尤其是缺乏微波波段表面水质的研究情况。
从目前对水资源环境的研究来看，更多的是偏重于地表水资源一水生态系统，将流域地表水一浅层地
下水一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来进行研究明显偏弱。
作为流域水系统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的流域地表水一地下水行为过程研究，它涉及降水人渗、下
垫面、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运移转化的诸多环节。
在地表水文过程方面，植被截流、人渗、产流、渗流、蒸发等，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但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块和小流域尺度上，从点值到面值的关系，并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在浅层地
下水变化在流域水分行为过程中的作用方面，研究较弱。
主要原因是：①流域复杂下垫面边界时空条件（土层、植被、地质、地貌、地形、土地利用、水分等
及其组合），是难于量化描述的宏观与微观效应交互的复杂系统；②模拟多采用输入具有分布性，而
输出具有集中性的原型；③在流域尺度上，准确获取区域模拟参数难度大。
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单一技术手段已不能适应。
战胜水危机需要科技创新，需要新技术、新方法。
区域可持续发展观点的提出，也要求人们不仅要从传统的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的
有效性和合理性，而且还要考虑环境影响，要达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从更高层次上研究水资源环境的监测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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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由测绘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资源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