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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地表水资源遥感调查采用方法 ∀用 ∞ 2 图像处理软件 ! ≤ ƒ 和 ≤ ∂ ∞ • 地理信息系

统 ≥ 软件 依据影像的形状 !色调 !纹理 !位置 !布局等建立各种地物解译标志 并对不同的解译对象选择不同的

最佳波段组合和图像处理方法 ∀解译 !电子地图编辑 !绘图全过程均在计算机上完成 大大提高了解译结果的精度

和速度 ∀

关键词  地表水  遥感解译  地理信息系统  电子地图

引言

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相当复杂 涉及地形 !地貌 !

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条件 !河流水系 !气象与水文 !植

被和水利工程等诸多因素 ∀这些因素的数据量非常

大 信息获取困难 传统的研究手段只能将这些因素

粗略地归类 !叠加 不可能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进

行综合研究 且各因子的提取无法做到及时 !准确

大大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当今正在迅速

发展的遥感技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较成熟的技

术条件 遥感技术比传统的调查方法可节约大量人

力 !物力 !财力 利用遥感这种先进的技术手段 可准

确 !直观地显示水资源时空分布 为合理开发水资源

提供科学依据 对今后水利发展的战略部署和重要

决策将是十分有益的 ∀

本文介绍的地表水遥感信息的提取主要包括河

流水系 !流域 !水利工程等 所有遥感信息均进行数

字化解译 在 ≥上编辑修改 便于地理信息系统

的制作和专题图出版输出 ∀

 资料来源

本次工作选用的主要遥感信息源是美国陆地资

源卫星 的专题制图仪 × 获取的 个

波段光盘数据 共 个时相 景图像资料 成像时

间分别为 年 ! 年和 世纪 年代末 地

面分辨率为 ≅ 根据调查内容要求图像数

据无噪音 云覆盖量小于 ∀

 软硬件环境

本次遥感调查主要以 微机为主 为了提高

运行速度 内存配置为 或以上 ∀遥感图像解

译处理软件选用 ∞ 2 图像处理软件 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采用 ≤ ∂ ∞ • 软件 ∀解译原则是多

波段结合 多种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 ∀

 遥感图像处理方法

为提高图像的解译精度 !速度 充分利用遥感数

字图像的多光谱 !高分辨率等优势 遥感解译 ψ自动

量测 ψ信息系统 ψ专题图制作全过程均在计算机上

完成 完全放弃传统解译方法 使解译精度大大提

高 避免了人为转绘 !测量造成的误差 ∀同时图像增

强处理方法多 卫星 个波段信息可充分利用 比例

尺可随意缩放 各环节数据文件接口设计 技术误

差小 ∀

在图像处理过程中 常因成像时间 !地形 !植被

以及各类地物所占比例不同而影响目标地物的解译

度 ∀为使图像能更多 !更好地显示信息 除了用不同

波段组合外 还根据不同解译目标和图像范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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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图像处理≈ ∗ 主要有

≠直方图均衡化处理 在小而细河流水系的解

译过程中 为增强线性地物信息 采用对图像的线性

地物密度变换 使输出图像的像元亮度呈线性变化

对比明显 主要在局部范围的解译中经常用到 ∀

比值处理 根据不同地物各波段灰度值分布

的差异 利用两波段信息比值生成新的波段 使目

标地物信息增强 更易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如 !

! 新波段的组合图像 线性地物信息得到

增强 渠系与背景 农田 ! 村镇等 反差明显 更

便于解译 ∀

≈对数变换 主要是拉伸灰度低的部分 增强图

像暗区 同时明区被压缩 ∀如对大片湿地范围内的

渠系 !堤坝解译前 需对局部图像作对数变换 使暗

区的弱信息得到增强 ∀

…滤波处理 对图像中某些空间频率特征的信

息进行增强或抑制 改善目标地物与其邻域间像元

的对比度关系 ∀如流域分界线解译过程中 为突出

地形脊线特征 用高通滤波处理图像 改变边 !线上

像元点间的对比度 增强高频信息抑制低频信息 来

达到突出边缘 !线条 !纹理 !细节 使肉眼感觉到边 !

线存在的目的 ∀

总之 根据不同解译目标和图像范围进行不同

的有针对性的图像处理 丰富了图像信息 大大提高

了解译度 ∀

 遥感图像解译过程

.  数据几何校正

利用 万的地形图 在每一景数据所覆盖范

围内的地形图上找出道路交叉处 !堤坝 !机场 !水渠

交叉口等较明显点做地面控制点 ∏ ≤

° 简称 ≤° ∀一般来讲 用于校正 × 数据

的地面控制点 选取数量每景不少于 个 在辽宁

省 景 × 数据的校正中 一共选取了 个点

平均每景 点 ∀校正精度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误

差都控制在 个像元以内 在辽东山区 由于地形起

伏较大 植被繁茂 有些点的误差大于 个像元 但

都小于 个像元 ∀

所有数据均采用 2 坐标系 高斯 克吕格

投影 辽宁省西部的 景数据属东半球第 投影

带 对西部的 景数据进行投影带转换 使全部数据

属于 投影带 便于镶嵌与拼接 ∀

.  初步解译阶段

首先在遥感影像上初步判读各种典型地物样

区 进行野外踏勘和光谱观测 ∀通过野外调查检验

并根据影像的形状 !色调 !纹理 !位置 !布局等建立各

种地物解译标志

≠常年有水 !含沙量低的河流 色调为暗兰色

线条自然弯曲 ∀

常年有水 !含沙量高的河流 淡兰色和白色

线条自然弯曲 ∀

≈无水或少水河流 白色或影像不清晰 线条自

然弯曲 ∀

…水库 !池塘等地表水体 黑色或暗蓝色 面状

且表面均匀 边界清晰 ∀

古河道 !河流改造后残留古河道 断续带状分

布 为暗绿色条带 ∀

泉水汇集处 位于山区水系支流源头 图像上

呈兰绿色水斑点 ∀

地下水溢出带 兰色斑点集合体 ∀

平原农田 生长季表现为绿色 非生长季为褐

色 规则块状分布 ∀

丘陵 表现为黄绿色或暗灰绿色 起伏变化不大∀

山地 墨绿色 有山脉纹理结构 沟壑纵横 ∀

读取不同地物各波段的灰度值 对同一地物同

一波段的采样点作均值统计 采用波谱间关系法分

析不同地物在各个波段的相对关系 便于水体的计

算机解译 不同地物光谱特征曲线见图 ∀

图  不同地物光谱特征曲线

解译中遵循先主要河流后沿海河流 先 级干

流后 级河流 依此类推 的顺序进行 ∀初步解译阶

段可解译河流 !水系 以及水利工程的大 !中 !小水

库 !堤防 !拦河闸 !渠系等分布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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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解译阶段

在初步解译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为确保解译

标志 !光谱曲线的准确性 !一致性 核查解译成果的

可靠性 调查疑难目标的真实性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

野外调查检验工作 对疑难和代表性河段及流域分

界线进行实地调查 进一步完善修改解译成果 ∀选

择不同季节先后进行了 次全省范围的野外调查 !

光谱观测和验证工作 整个解译过程是/解译 验证

再解译0的反复过程 此项工作一直贯穿解译工作

的全过程 以确保解译结果的精确可靠 ∀

本次遥感调查工作 解译了主要河流形态 !河流

水系分布 !流域分界线 !海岸线以及水库 !堤防 !灌

区 !渠系 !拦河闸等水利工程 计算了 条较大河

流长度及流域面积 并与 年第一次水资源普查

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 ∀完成了辽宁省地表水资源量

的计算 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监测 提出

了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水资源的对策和建议 ∀

.  电子地图及专题图制作

电子地图制作 对计算机分类专题图进行矢量

化 提取图斑的边界及其属性 直接转入地理信息系

统 建立图形文件的空间拓扑关系 获取每个图斑的

空间属性 如面积 !周长 然后进行解译特征及其它

属性数据的编辑输入 最后形成 ≤ ∂ ∞ • 可调用

的分类图层及其属性文件 加注地名等信息 完成辽

宁省水资源遥感调查电子地图 ∀辽宁省水资源遥感

调查电子地图主要包括 河流水系分布 !堤防 !流域

分界线 !流域面积 !水文站 !水库 !排灌站 !拦河闸 !灌

区 !灌渠 !水电站 !地表水资源量 !行政区界及政府所

在地等 数据源精度 万 ∀

专题图编制 利用 ≤ ∂ ∞ • 地图组合设计模

块 ∏ 将电子地图编辑完成的各图层信息按

规定比例尺编辑成图 编辑图例 完成正式解译的水

资源各专题图 并分幅设计 可通过 ° × 选择项

直接输出信息丰富布局完美的专题图 ∀

 总结与结论

利用先进计算机技术 !图像处理技术和地理信

息系统等高新技术进行水资源调查速度快 准确率

高 可节省大量人力 !物力 !财力 ∀本次研究的遥感

解译 自动量测 信息系统 成图全过程均在计算

机上完成 避免了传统方法冲扩卫星图片 !解译 !转

绘 !测量 !成图过程中的多重误差 另外针对不同地

物设计了多重解译技术保障 使精度和效率大幅提

高 为高效率的国土资源调查提供了技术支持 ∀

解译方法采取了计算机自动解译和目视判读并

用 !遥感解译与常规资料结合 !室内解译与室外调查

结合的方法 既体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 又具有实用

性 提高了解译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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