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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人类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和手段认识
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序幕。
社会需求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几十年来，遥感技术在强烈的社会需求驱动下获得长足的发展。
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宽与应用需求的深入，对遥感技术的要求也在相应提高。
为使遥感技术在现有状况下有所突破，就必须解决一系列相关遥感基础研究的问题，以提高遥感的定
量反演精度，使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各部门、各领域遥感应用的需求。
　　农业是遥感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
我国农业遥感应用工作起步较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原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
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的要求，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的支持下，由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资助，聘请国外遥感专家，组织多期培训班，培训
了一批遥感应用科技人员，并于1983年5月成立了全国农业遥感培训与应用中心。
此后，遥感在农作物估产、农业气象、国土资源调查、灾情监测、生态环境变迁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全
面展开。
目前我国的遥感技术应用已初步进入到实用化和国际化阶段，具备了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实用化能
力，在作物长　　势以及农业灾情监测、国土资源调查等重要领域提供基础信息和技术支持，为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管理决策依据。
我国遥感工作者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探索遥感技术前沿，使我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遥感领域技
术先进的国家之一。
　　由严泰来和王鹏新为主编编写的《遥感技术与农业应用》教材包括了遥感的基本内容，全书可分
为两部分，即遥感理论与技术基础和遥感应用。
在遥感理论与技术基础部分，编者主要对遥感概论、遥感物理基础、航空航天遥感和遥感数字图像处
理等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论述。
在遥感应用部分，编者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主要对作物长势及旱情监测、国土资源监测、精确农业
生产以及遥感发展前沿等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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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遥感原理及其在农业的应用。
第1章对遥感技术进行综述；第2章至第5章分别叙述遥感的物理基础以及航空遥感、卫星遥感、微波遥
感的原理；第6章、第7章从色度学开始对于遥感图像处理以及遥感图像识别与分类技术进行阐述；第8
章对遥感反演理论及其前沿问题和综合分析方法等进行论述；第9章阐述农情包括水、旱灾情以及作
物长势监测的原理及方法；第10章介绍地物光谱测试技术；第11章和第12章分别叙述遥感在精确农业
租国土资源调查领域的应用。

本书力求理论系统，叙述深入浅出，应用方法贴近实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读者对象设定为农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综合大学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教
学参考书，并为遥感、特别是农业以及国土资源管理的信息科技工作者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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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遥感学科内容组成　　遥感在学科内容上，大致可划分为遥感物理基础、遥感技术基础、遥
感图像处理、遥感技术应用等4大组成部分。
遥感物理基础包括辐射理论、物理光学、几何光学、天体运动学、微波电磁场理论（雷达理论）等相
关内容。
遥感技术基础包括遥感平台及传感器技术。
遥感物理基础和遥感技术基础为遥感图像的生成过程分析、遥感图像的几何误差与辐射误差的产生机
理分析、遥感图像的目视解译与计算机解译奠定了理论与技术的基础，同时又为界定遥感图像处理的
工作目标与工作任务创造了条件。
遥感图像处理包括光学图像处理与数字图像处理，包含色度学、图像几何校正、图像增强、数字滤波
、数字图像融合、纹理分析、图像分类与识别等内容，这一部分是为遥感技术的各种应用做好前期的
准备，是将遥感数据转化为遥感信息的必经途径。
遥感技术的主要应用范围有农业、林业、地质、气象、水利、国土资源管理、环境、海洋以及国防等
领域。
这些领域各有不同的应用需求，因而在技术上各有其特点，涉及的理论及技术也各有所不同。
本教材主要针对遥感在农林、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展开叙述。
遥感多方面的应用提高了遥感在诸多学科中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遥感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1.2 遥感分类体系　　遥感有多种分类技术体系。
　　从遥感成像机理划分，可分为被动遥感与主动遥感。
被动遥感一般使用的是自然光源，包括太阳光（可见光及近、中、远红外光）以及地物自身的辐射光
（热红外光），个别情况下使用微波，前者被称作可见光一多光谱遥感，后者被称为被动微波遥感。
主动遥感使用的是人工发射的光源，即雷达电磁波，波长处于微波（0.3～100 cm）范围。
微波可以穿透云层，又是人工发射，因而这种遥感技术不分白天夜晚、晴天雨天都可以成像，主动遥
感的这种技术特点称之为全天时、全天候。
可见光一多光谱遥感的工作波段设定在可见光至远红外波长（0.3～14um）范围内，由于常温的地物在
远红外波长下辐射电磁波能量达到峰值，红外遥感截获　　这一波长范围的电磁波成像，因而工作在
这一波段的遥感传感器可以夜间成像。
　　但是，可见光以及红外光不能穿透云层，因而，可见光一多光谱遥感不能做到全天候成像被动遥
感多用于农业、林业、地质、国土资源管理、气象、海洋等领域；主动遥感因其具有全天时、全天候
的技术优势，又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性能，如对干燥土壤有一定穿透能力，对金属地物、地形起伏敏感
等，多用于水利、地质、海洋、考古、国防等领域，而在农业、林业、国土资源管理等领域目前还只
是作为动摇感的数据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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