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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 CA v H R R 数据估算巢湖蓝藻叶绿素的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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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巢湖 为 实验 区

,

以 气象卫 星 FY
一

IC / C A V H R R 数据为信 息源
,

通过遥感监

测 值与 (准 )同步湖区 实地采样叶绿素 a( ch l
一

a) 含量的对 比分析
,

建立基 于 FY
一

IC /

C A V H R R 数据的 叶绿素
a 含量遥感佑算模型

。

研究表明
,

FY
一

IC 气象卫星 可用于 内

陆大 面积湖 泊湖 面叶绿素含量的遥感监测
,

在动态监测方 面有明显优 势
,

可作为现有

湖泊 水质采样观测 的补充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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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的富营养化是我国淡水湖面临的一个 比较普遍的环境问题
,

其重要特征是藻类物质

大量繁殖
。

叶绿素在藻类物质中所 占的 比例 比较稳定
,

并且易于在实验室测定
,

因此叶绿素含

量常作为反映湖水营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
。

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一的巢湖
,

藻类优

势群种为蓝藻
,

约 占总量的 90 % 以上
。

常规的水质监测是通过采集水样
、

过滤
、

萃取以及分光

光度计分析
,

以确定叶绿素含量
。

这对于大面积湖泊水环境监测是一项极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

工作
,

其采样方法也不 可能全面反映大型湖泊内的藻类分布情况
。

用遥感方法估算水体叶绿素含量
,

国 内外许多学者 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

G or do
n 等川和

E ks tr a
nd 川利用海岸带水色扫描仪 C Z C S 资料

、

T M 资料建立 了海水叶绿素含量估算模型
。

佘

丰宁等川利用 T M 资料对湖泊水体叶绿素含量进行估算
。

我国自行发射的 FY
一

IC 气象卫星设

有三个水色探测通道
,

本文采用 FY
一

IC / CA V H R R 数据对巢湖蓝藻叶绿素含量进行了初步估

算 与分析
。

1 遥感估算藻类叶绿素含量原理

藻类属低等浮游植物
,

靠细胞中的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
,

其光谱特征类似于陆地植物
。

在

4 4 0 n m 附近有一吸收峰
,

在 5 0 0 n m 附近有一
“

节点
”
(即该处光谱辐射值不随叶绿素含量变

化而 变化 )
,

在 5 50 n m 附近有一 反射峰
,

在 7 00 一 1 10 0 n m 近红外区具 有强烈反射的荧光

峰川
。

随着叶绿素含量和组成不同
,

反射峰 (吸收峰)值和 位相有所变化
。

藻类所处的环境水体

则对入射辐射有很好的吸收性
,

尤其强烈吸收红外辐射
,

只有可见光中的蓝一绿光在水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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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透射能力
。

通常只有当藻类漂浮接近于水面时
,

藻类与水体之间这种明显的光谱差异才能

清楚地显示出来
。

而巢湖以蓝藻为绝对优势藻种
,

这种藻有一微气囊
,

在趋光性的驱使下漂浮

于水面
。

因此
,

从水面光谱观测和遥感信息中都能反映出湖泊水体藻类叶绿素含量的情况
。

图 1 是 1 9 9 9 年 n 月 12 日巢湖外场观测期间利用 V F 92 1B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 (安徽光机

所研制 )测量的不同叶绿素含量的水面光谱反射率曲线
,

直观地反映出上述藻类叶绿素在可见

光 中的蓝一绿光 区 间的光 谱特 性
。

F Y
一

IC / C A V H R R 的三个 水 色监测 波段 (C H 7 : 4 30 一

4 8 0 n m
、

CH S : 4 8 0 一 5 3 0 n m
、

C H g :
5 3 0 一 5 8 0 n m )分别对应着蓝光到绿光波段的三个典型 的叶

绿素反射辐射特征光谱区间
,

因此可 以采用两个波段反射辐射的比值
,

建立巢湖湖面实测叶绿

素含量与不同反射辐射波段 比值的生物 一光学模式
,

估算巢湖湖面蓝藻叶绿素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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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 同藻类浓度的水体反射光谱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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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以 2 0 0 0 年 4 月
、

6 月两个时次的巢湖 区域 晴空 F Y
一

I C / C A V H R R 数据为遥感信息源
,

结

合与卫星过境准同步的巢湖湖面叶绿素含量实地采样调查资料
,

进行巢湖湖面叶绿素含量的

估算与分析
。

2
.

1 卫星数据处理

卫星数据人 口为已经过定标
、

定位等预处理的安徽域 F Y
一

I C / C A V H R R 通道数据
。

经以

下处理后用于巢湖湖面叶绿素含量的估算与分析
。

区域 图挖存
:

挖取包含巢湖湖区范围 ( 1 1 7
.

12 ~ 1 1 8
.

oo E
,

3 1
,

3 ~ 32
.

O
O

N ) 的小 图
,

以提高

处理速度
。

湖 区提取
:

利用近红外通道水 陆反射辐射特性 的明显差异
,

对近红外通道 ( C H Z
: 4 30 ~

48 0 n m ) 图象进行二值图象处理
,

生成湖陆分界背景图
,

与各通道 图象相乘
,

剔除湖区外图象

信息
。

大气校正
:

为了去除大气中悬浮物质散射光的影响
,

本文利用 6S 方法对卫星数据进行大

气校正
。

具体操作时
,

选取巢湖湖西
、

湖中
、

湖东的三个点为代表利用 6 5 模式建立卫星观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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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 结

(l )FY
一

IC / C A V H R R 水色监测波段数据与实测叶绿素含量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
,

由此建

立的统计估算模型与实况拟合较好
。

用 F Y
一

IC 气象卫星监测分析内陆大面积湖泊湖面叶绿素

含量是可行的
。

(2) 利用 F Y
一

IC / C A V H R R 资料估算巢湖湖面叶绿素含量
,

时效性强
,

人力物力投入 量

少
,

可得到整个湖区蓝藻分布的宏观信息
,

可用于 巢湖水况的遥感动态监测
。

将遥感监测作为

常规采样监测的补充手段是经济和有效的
。

(3 )受 F Y
一

IC 卫星各波段光谱分辨能力的局限性
、

湖区蓝藻的漂移性和季节性差异以 及

星地观测同步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

本文的结论是初步的
,

尚需进一步作星地同步实验分析
,

以建立稳定可靠的巢湖蓝藻叶绿素含量遥感定量估算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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