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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 OMIS一日航空成像光谱仅在太湖地区进行了地袁水质遥感实验，研究了OMIS一口波段反射比R(21)／R(18)与 

藻类叶绿素浓度的关系，由OMIS-I遥感 图像估算 了研究区域内的叶绿素浓度分布·井将遥感估算值与地面采样数据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OMIS—I能够提高藻类叶绿素定量遥感的精度． 

词一  ’ 玩  使 
REMoTE SENSING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USING AN AIRBoRNE IMAGING SPECTRoM ETER 

SHU Xiao— Zhou WANG Jun——Fa SHEN Ming——Ming KUANG Ding— 13o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ical Physm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hanghai 200083 t China) 

Abstract Airborne imaging spectrometer OMIS 口 was n~ounted on an airplane as a remote sensor to survey the water 

quality of Lake Taihu．A simple chlorophyll algorithm for OM IS—1 was created by using the reflectance ratio of the 

band 21 to band 18．Alga chlorophyll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fea was estimated from OM IS一口 images．Comparison 

between predicted and measured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s was given．The results show that OMIS—I can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of alga chlorophyll and may be a powerful sensor for monitoring surface water 

quality． 

Key words imaging  spectrometer．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chlorophyl1． 

引言 

藻类叶绿素浓度监测是内陆水环境遥感的主要 目 

标．基于对水体和藻类反射光谱特性研究，叶绿素估算精 

度比较高的遥感模型已有报道 ]，但这些模型都要求遥 

感器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测叶绿素 

的吸收特征(440nm 和 675nm)和反射特征(～700nm)． 

对于内陆水环境遥感常用的数据，如TM 等宽波段遥感 

器所获取的图像，其光谱分辨率无法满足要求．遥感器光 

谱分辨率成为决定叶绿索定量遥感精度的关键因素之 
一

． 成像光谱技术的发展使遥感器的工作波段增加到几 

十甚至几百个，光谱分辨率大大提高，成像光谱有可能在 

水环境遥感监测中得到重要应用 “j． 

OM1S—I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 

的新一代航空成像光谱仪．仪器工作波段范围从可见 

到热红外，其中在 460一llOOnm的可见一近红外波段有 

60个通道，波段宽度约为 lOnm{在短波红外及热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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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另有 4个通道(1．55—1．75gm+2．08—2．35 m，3．0— 

5．0 m+8．0—12．5 m)．1 998年 8月，首次利用这台成 

像光谱仪在藻类污染严重的太湖地区进行了飞行遥感 

宴验 +同时在地面进行了水面光谱测量和水质采样分 

析．在此基 础上，本 文研究 了 OMIS一Ⅱ的水色分辨能 

力，以及在藻类叶绿素浓度遥感监测中的应用． 

1 实 验 

研究区域是太湖的西北部分湖区，包括五里湖、梅 

粱湖以及太湖主体的一部分．由于多条人湖运河引人 

的有机污染 ，梅粱湖水域属于太湖 富营养化最为严重 

的水体，而太湖主体部分水质相对较好．实验包括飞行 

遥感和地面实验两个部分．遥感飞行时间为 1 998年 8 

月 29日上午 11：18至 12：09，天气暗好．遥感飞行高 

度 约 为 1000m，刈幅 约为 l_8km，地 面分 辨 率约 为 

5m．三条航带基本上覆盖 了全部预定实验区．为 了对 

遥感图像进行地理定位 ，飞机上安 装有 GPS定位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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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 OMIS- U 航空且值尤谱仪在太湖地区进行了地在也属遥路电验.研究了。MIS- D ð.段反射，t R(21JiR(18J 与

革英叶晕晕璀度的是革.由 OMIS- 1 遥感 E惶估茸了研究 E 域内的叶茸章埠!t分布，井将遥感估算值与地面菲样盘据

进行丁比草.结果表明 .OMIS.I 瞌曾提高革类叶毒草电量迅晤的精It

关键由且主主主基王主主主'正主主\ ‘ I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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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ENSING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USING AN AIRBORNE IMAGING SPECTROMETER' 

SHU Xìao-Zhou WA"G Jun-fa SHEN Ming-Ming KUANG Ding-Bo 
(Shanghai lnstitute of Technical PhySlCS Cbmese Academy of ScÎences 嘈 ShanghaL 200083. China) 

Abstract Aicborne imaging spectrometer OMIS- D was mounted 00 an airplane as a remote sensor to survey the water 

quality oí Lake Taihu. A simple chlorophyll algonthm for OMIS- 1 was created by usmg the reflectance ratio of the 

band 21 to hand 18. Alga cbloropby l1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cea was es t1mated from OMIS- D lmage，<; .ζ'，omparÎson 

between predicted and measuced chlorophy l1 concemr3tions was given. Tbe results show tb .at OMIS- 1 can lOcrease the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oí alga chloropbyl1 and may be a poweríul sensor for monitoring surface water 

quality. 

Key wonls imaging spectrometer. quan t1tatlve remote sensing 唱 cblorophyll.

引盲

藻类叶绿素浓度监测是内陆水环境遥感的主要目

标.基于对水体和藻类反射光谱特性研究，叶绿素估算精

度比校商的遥感模型已有报道[1.气但这些模型都要求遥

感器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测叶绿素

的眼收特征(440nm 和 675nm)和反射特征(~ 700nm). 

对于内陆水环境遥感常用的数据.如 TM 等宽波段遥感

器所获取的图像.其光谱分辩率无法满足要求.遥感器光

谱分辫率成为决定叶绿素定量遥感精度的关键因素之

一.成像光谱技术的发展使遥感嚣的工作波段增加到几

十甚至几百个，光谱分辨率大大提高，成像光谱高可能在

水环境遥感监测中得到重要应用[3 ， 4J

OM1S- 1 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

的新一代航空成像光谱仪.仪器工作波段范围从可见

到热红外，其中在 460-1100nm 的可见-近红外波段高

60 个通道，披段宽度约为 10nm乎在短波红外及热红外

协国草 863 计划革盘飞编号 31ÏB-13051、暨助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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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另高 4 个通道(1. 55-1. 75μm.2. 08-2. 35μm.3.0 

5. 0μm.8. 0-12. 5μm).1998 年日月.首次利用这台成

像光谱仪在藻类污染严重的太湖地区进行了飞行遥感

实验，同时在地面进行了水面光谱测量和水质采样分

析.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M1S- n 的水色分辨能

力，以及在藻类叶绿素撒度遥感监测中的应用.

1 实验

研究区域是太湖的西北部分湖区.包括五里湖、梅

梁湖以及太湖主体的一部分.由于多条人湖运河引人

的高机污染.梅梁湖水域属于太湖富蕾养化最为严重

的水体，而太湖主体部分水质相对较好.实验包括飞行

遥感和地面实验两个部分.遥感飞行时间为 1998 年日

月 29 日上午 11 ，1日至 12 ， 09. 天气暗好.遥感飞行高

度约为 1000m. 削幅约为1. 8km. 地面分辩率约为

5m. 三条航带基本上覆盖了全部预定实验区为了对

遥感图像进行地理定位.飞机上安装奇 GPS 定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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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遥感图像的每一扫描行数据 中都包括了 GPS定位 

仪所获取的飞行 高度、速度、经纬度和时间等信息．地 

面实验包括在湖面进行的水体反射光谱测量和水质采 

样 ，以及在实验室确定其中的藻类叶绿素、悬浮物质的 

浓度和化学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利用 GPS定位仪 

确定采样点的地理坐标(经纬度)，在每个采样点 ，同时 

测量了参考白板的反射强度，以便于将水面光谱辐射 

转化为水体 的光谱 反射率．测量仪器为 GER1500型 

地物光谱仪，工作波段为 300 11 OOnm，有 512个波段 ， 

波段宽度约为 1．6rim．水质采样分析工作是在太湖流 

域水环境监测中心的协助下完成的， 

2 遥感数据处理 

考虑到遥感飞行的高度 比较低 (～1000m)，并 且 

飞行时大气能见度非常好 ，因此在进行 OMIS一1遥感 

图像处理时，不再考虑大气吸收和散射作用的影响 对 

于各波畏的灰度值图像，经过暗电流校正后，利用各波 

段的增益系数即得到相应的辐射强度，也可以根据成 

像光谱仪和地物光谱仪对同一地物辐射同时测量的结 

果，将图像其它部分的像元灰度转化为地表辐射强度． 

本文中采用后一种方法．由于地物光谱仪在测量地物 

辐射的同时也测量 了标准板的反射 ，据此可以计算出 

地物的光谱反射率．如果在遥感飞行期间，地表的太阳 

辐照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则可以将成像光谱仪在可见 

和近红外各波段 (地物光谱仪工作范围之内)的图像灰 

度数据转化为相应波段的反射率， 

图 l是藻类浓度 比较低和非常高的两类典型水体 

的反射光谱曲线 ，前者的反射率远小于后者，1和 2分 

别是利用 GER1500地物光谱仪对这两类水体测量结 

果．3和 4是 oMIS—l对这两类水体 的成像光谱 ，分别 

选取了若干个相邻像元．由图 I可见 ，虽然所用测量仪 

器光谱 分辨 率 有 所 不 同 (GER1 500波 段 宽 度 约 为 

OMIS一1的 1／6)，但所反映的水体反射光谱主要特征 

是一致的．当湖水中有藻类生物时 ，藻类叶绿素会 明显 

影响水体反射光谱．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内，叶绿素在 

44Ohm 和 675n南 附近有两处吸收峰，在 700am 附近 

有一个很突出的反射峰．在近红外波段，藻类细胞有机 

质有较强的反射 ，当藻类物质浓度很高时，这一现象极 

其显著．从图 1的各条曲线 中都可以一一观察到藻类 

叶绿素的吸收和反射对水体反射光谱特征的影响， 

3 OMIS—I叶绿素算法 

叶绿素在 440nm 处的吸收特征在水体反射光谱 

曲线上很显著，在海洋叶绿素遥感中非常重要．但是， 

nm  

图 1 GER1500测量的水面反射光谱 

及 OMIS—I成像光谱 

J叶绿素浓度高(水 面测量) 

2叶绿素浓度高(航空遥感) 

叶绿素浓度低(水 面测量) 

4叶绿素 浓度 低(航空遥感) 

Fig 1 Spectral reflectance of surface water 

measured by GER1500 and OMIS—H 

J High Cht—d(bv GER1 500) 

2 High Cht—d(by OMIS一Ⅱ) 

3 LOW Chl—d(by GER1500) 

4 Low Ctd—d(by OMIS一口) 

该水体在波段的反射率也易受有机溶解性物质 (所谓 

黄色物质)吸收作用的影响，而对于 内陆水体 ，在很多 

情况下，黄色物质的浓度是 比较高的，因此很少利用叶 

绿素的这一 吸收特性进行叶绿素浓度遥感．悬浮物质 

对水体在可见到近红外波段的反射光谱都有影响，主 

要体现在悬浮的散射作用增大了水体 的反射率．地表 

水土流失使 内陆水中的悬浮物质浓度 可能相当高 ，对 

水体反射率影响也非常显著，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适用于内陆水体中藻类叶绿 

素的典型遥感算法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根据 叶 

绿 素在 700nm 附 近 的反 射 峰 位置 ，确定 叶 绿 素浓 

度ZI]}第 二种是 由叶绿素在 700nm 处 的反 射峰和在 

675nm处吸收峰的反射比建立估算叶绿素浓度的算 

法。”J．大量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水体中叶绿素浓度的增 

大，叶绿 素反射峰的位置向长波方 向移动 ，范围约在 

680nm一720nm之间，并且反射峰位置几乎不受悬浮物 

质和黄色物质的影响．对于 OMIS一Ⅱ数据 ，由于其波 

段宽度为 fOnm左右，除了在叶绿素浓度很高和很低 

的极端情况外 ，要明显观察到叶绿素反射峰的移动是 

不可能的，这种算法不适用，但由图 I中可见 ，OMIS— 

II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测到叶绿素在 675nm处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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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遥感图像的每一扫描行数据中都包括了 GPS 定位

仪所获取的飞行高度、速度、经纬度和时间等信息地

面实验包括在湖面进行的水体反射光谱测量和水质采

样，以及在实验室确定其中的藻类叶绿素、悬浮物质的

被度租化学挺氧量{高锺酸盐指数).利用 GPS 定位仪

确定采样点的地理坐标{经纬度).在每个采样点，同时

测量了参考白板的反射强度.以便于将水面光谱辐射

转化为水体的光谱反射率.测量仪器为 GER1500 型

地物光谱仪，工作波段为 300-11 OOnm.高 512 个波段，

波段宽度约为1. 6nm. 在质采样分析工作是在太湖流

域水环境监测中心的协助下完成的，

z 遥感鼓据处理

考虑到遥感飞行的高度比较低 (-lOOOm) .井且

飞行时大气能见度非常好.因此在进行 OM1S- 1 遥感

图像处理时.不再考虑大气吸收租散射作用的影响，对

于各波嚣的灰度值图像，经过暗电流校正后，利用各波

段的增益系数即得到相应的辐射强度，也可以根据成

像光谱仪和地物光谱仪对同一地物辐射同时测量的结

果.将图像其它部分的像元灰度转化为地表辐射强度.

本文中采用后一种方法由于地物光谱仪在测量地物

辐射的同时也测量了标准板的反射.据此可以计算出

地物的光谱反射率.如果在遥感飞行期间.地表的太阳

辐照度没高明显的变化，则可以将成像光谱仪在可见

租近红外各波段(地物光谱仪工作范围之内}的图像灰

度数据转化为相应波段的反射率，

图 1 是藻类浓度比较低租非常高的两类典型水体

的反射光谱曲线，前者的反射率远小于后者. 1 和 2 分

别是利用 GER1500 地物光谱仪对这两类lj( 体测量结

果 3 租 4 是 OM1S- 1 对这两类水体的成像光谱.分别

选取了若干个相邻像元由图 l 可见，虽然所用测量仪

器光谱分辨率高所不同( GER1500 波段宽度约为

OMIS- 1 的 11们.但所反映的水体反射光谱主要特征

是二致的.当湖水中高藻类生物时.藻类叶绿素会明显

影响水体反射光谱-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内，叶绿素在

440nm 和 67Snm 附近高两处吸收峰.在 700nm 附近

有 个很突出的反射峰画在近红外波段.藻类细胞育机

质有较强的反射.当藻类物质被度很高时.这一现象极

其显著从图 1 的各条曲线中都可以一一观察到藻类

叶撮素的吸收租反射对在体反射光谱特征的影响，

3 OMIS】 E 叶绿素算法

叶绿素在 440nm 处的吸收特征在水体反射光谱

曲线上很显著，在海洋叶绿素遥感中非常重要h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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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体在波段的反射率也易受高机榕解性物质(所谓

黄色物质J吸收作用的影响.而对于内陆水体.在很多

情况下.黄色物质的被度是比较高的.因此很少利用叶

绿素的这一吸收特性进行叶绿素浓度遥感.悬浮物质

对水体在可见到近红外波段的反射光谱都高影响.主

要体现在悬浮的散射作用增大了水体的反射率.地表

在士流失使内陆水中的悬浮物质浓度可能相当高.对
水体反射率影响也非常显著，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适用于内陆水体中藻类叶绿

素的典型遥感算法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根据叶

绿素在 700nm 附近的反射峰位置.确定叶绿素被

度;11; 第二种是由叶绿素在 700nm 处的反射峰租在

675nm 处吸收峰的反射比建立估算叶绿素被度的算

法"'1 大量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水体中叶结素被度的增

大，叶绿素反射峰的位置向长波方向移动.范围约在

680nm-720nm 之间，并且反射峰位置几乎不受悬浮物

质和黄色物质的影响.对于 OMIS- II 数据，由于其波

段宽度为 ]'Onm 左右，除了在叶绿素撒度很高和很低

的极揣情况外，要明显观察到叶绿素反射峰的移动是

不可能的.这种算法不适用，但由图 l 中可见 .OM1S

E 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测到叶撮素在 675nm 处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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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峰和在 700nm附近反射峰对水体反射率相对大小 

的影响 ，当 叶绿 素浓 度升高 时，在叶绿 素吸收峰 (～ 

675nm)和反射峰处(～700nm)反射率的相对差异愈 

加显著，因此有可能利用这两个 波段处 的反射比建立 

叶绿 素 浓 度的 遥 感 算 法．相 应 于 这 两个 波段 长 的 

OMIS—I波段是第 l8和第 21波段，中心波长分别为 

669．6nm和 704．8nm．参照文献E2]中的叶绿素算法， 

根据地面的光谱测量数据和 叶绿素浓度采 样分 析数 

据 ，线性拟合得到叶绿素浓度与 OMIS一Ⅱ波段反射比 

R(21)／R(18)间的关系如下： 

p ro1、 

c (~g／L)一一291·2+257·7 嚣 ，(1) 

其线性拟合系数为 0．93(见图 2)． 

OMIS—I的第 21和第 l8波段中心波长已经靠近 

近红外波段，受黄色物质吸收效应的影响比较小(黄色 

物质 的影响主要是在短波长区)，并且，以反射 比作为 

变量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由于悬浮物质散射增大 

水体反射率的影响，提高叶绿素浓度估算精度．在遥感 

图像预处理时，前面假设在遥感飞行时，地表太 阳辐照 

度没有 明显变化，由于在式(1)的模型中以反射 比作为 

参数 ，因此 上述假设引起的误差可以不考虑． 

根据上述模型，可 以由 OMIS—t的第 21波段 和 

第 l8波段的遥感图像计 算出叶绿 素在遥感湖区的分 

布图．图 3是擒第一条航带 中线的叶绿素浓度分布情 

况．由 GPS定位数 据，第 一行经 纬度 约为 E1l 9。26． 

465 N32。7．384 ，第 5000行 的经纬 度 约为 Ell 9。32． 

052 N32。l1 897 ． 

R(2I) (1 8) 

图 2 叶绿素浓度与 OMIS一Ⅱ波段反射此 

(21)／R(18)的美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and reflectance ratio of the 21 to 18 

bands ofOM IS_I 

图 3 沿飞行航 线的叶绿紊浓度分 布 

Fig．3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along the flight line 

为了验证本文的叶绿素遥感算法，将遥感估算结 

果与飞行前两天的地面采样分析数据进行比较．根据 

GPS定位数据确定采样点在遥感 图像中的相对位置， 

考虑到遥感图像 GPS定位 的误 差，以及在这段时间问 

隔里湖水可能流动 ，遥感估算值选取在 50x50像元窗 

口内的平均值．比较结果如 图 4所示 ，估算值与测量值 

线性相关系数达到 0．95，是比较一致的．对于叶绿 素 

浓度为 318和 478t~g／L的采样点 ，估算的叶绿素浓度 

远低于采样值 ，这是因为水面出现 了大量藻类密集漂 

浮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采样 的随机性相 当大，用叶绿 

素浓度的概念描述这种近于两维平面上的分布是不合 

适的． 

c ／p-g．L-。 

图 4 叶绿紊浓度估算值 (c )与 

地面测量 值(c )的 比较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predicted and 

measured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flight line 

-r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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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峰和在 700nm 附近反射峰对水体反射率相对大小

的影响.当叶绿素浓度升高时，在叶绿素吸收峰 t~

675nm)和反射峰处 (~700nm)反射率的相对差异愈

加显著.因此有可能利用这两个波段处的反射比建立

叶绿素浓度的遥感算法.相应于这两个波段长的

OMIS- 1 波段是第 18 和第 21 波段，中心波长分别为

669. 6nm 和 704.8nm. 参照文献[2J中的叶绿素算法，

根据地面的光谱测量数据和叶绿素浓度来样分析数

据，线性拟合得到叶绿素浓度与 OMIS- n 波段反射比

R(2lJ !RU8)间的关系如下 z

Rt2ll Chl(μg/L) =- 29 1. 2 十 257.7 正一→一. (1) 
R(8) 

其线性拟合系数为 0.93(见图 2).

OMIS- 1 的第 21 和第 18 波段中心波长已经靠近

近红外波段，受黄色物质服收鼓应的影响比较小(黄色

物质的影响主要是在短波长区)，并且，以反射比作为

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由于悬津物质散射增大

水体反射率的影响.提高叶绿素浓度估算精度.在遥感

图像预处理时，前面假设在遥感飞行时，地表太阳辐照

度没有明显变化.由于在式(1)的模型中以反射比作为

参数，因此上述假设引起的误差可以不考虑.

根据上述模型.可以由 OMIS- 1 的第 21 波段和

第 18 波段的遥感图像计算出叶绿素在遥感湖区的分

布图图 3 是沿第一条航带中线的叶绿素浓度分布情

况.由 GPS 定位数据，第一行经纬度约为 E1l 9'26.

465'N拢。7.384' .第 5000 行的经纬度约为 E1l 9'32.

052'N32'll ‘ 897' . 

1000 

:... 
挚 1∞
U 

10 
1.0 

宫， • 

I.S 2.0 2.5 

剧， lyR( 18)

圄 2 叶晕晕融度与 OMIS- I 波段反射比
R(2])/R(]8)的关矗

3.0 

Fig.2 Relatîonship hetween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and reHectance rat lO of the 21刷 to 18th 

bands 01 OMI5- [ 

J 

望 1∞
、、

U 

50 

。
。 m∞ 20∞ 30∞ 

Lif1e 

圄 3 沿飞行航线的叶绿草tI<度仕布

Fig. .3 Chloropbyll concentra tLon 
distribution along tbe fligbt lme 

50∞ 

为了验证本文的叶绿素遥感算法，将遥感估算结

果与飞行前两天的地面来样分析数据进行比较，根据

GPS 定位数据确定采样点在遥感图像中的相对位置.

考虑到遥感图像 GPS 定位的误差.以及在这段时间间

隔里湖水可能流动.遥感估算值选取在 50正 50 像元窗

口内的平均值，比较结果如图 4 所示，估算值与测量值

线性相关系数达到 O. 屿，是比较 致的对于叶绿素

浓度为 318 和 478μg!L 的采样点，估算的叶绿素浓度

远低于采样值，这是因为水面出现了大量藻类密集漂

津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采样的随机性相当大，用叶绿

素浓度的概念描述这种近于两维平面上的分布是不合

适的

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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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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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叶绿草融度估算值 (CR )与

地面测量值(CI\t)的比较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predicted and 
measured cnlorophyll concentrations 

dlstribution along the flight line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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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进行叶绿素浓度估算时，未考虑藻类物种 

不同时的差别．对于各种藻类，叶绿素所占的质量 比基 

本相 同，但是 ，不 同藻类 的结构可能有很大 的差别 ，从 

而影响其个体在水中的分布形态．多年以来，在太湖进 

行的藻类物种组成和分布的研究表明 ，太湖西北部水 

域中，蓝藻为最优势门类，并且其 中绝大部分为微囊藻 

属 ]，微囊藻有特殊的空胞结构 ，其浓度很高时容易浮 

集于水面上 ，形成水华．实验数据 中叶绿素 浓度极高 

(>300~g／L)的采样点均属于这种情 况．沉 水性的藻 

类(如硅藻等)在水体中的分布一般 比较 均匀 ，如果遥 

感监测的水体中，这些藻类为优势种 ，叶绿素定量遥感 

应能达到更好的精度． 

4 结语 

航空成像光谱仪 OMIS—I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 

测到水体中藻类叶绿 素在 675nm 的吸收峰和 700nm 

处的反射峰对水体反射光谱的影响，并且其波段反射 

比 R(21)／R(18)与水体 中的藻类叶绿素浓度有很 好 

的线性相关性．OMIS一1的叶绿素遥感算法 尚需进一 

步的实验数据加以完善 ，但初步的遥感实验研究结果 

表明，应用航 空成像光谱仪遥感有可能提高内陆水体 

中藻类叶绿素遥感估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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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进行叶绿素限度估算时，未考虑藻类物种

不同时的差别.对于各种藻类，叶绿素所占的质量比基

本相同，但是，不同藻类的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嘈从

而影响其个体在水中的分布形态.多年以来，在太湖进

行的藻类物种组成和分布的研究表明，太湖西北部水

域中，蓝藻为最优势门类，并且其中绝大部分为微囊藻

属町，徽囊藻有特殊的空胞结构，其t/I.度很高时容易浮

集于水面上，形成水华，实验数据中叶绿素浓度极高

(>300μg/U的来样点均属于这种情况沉水性的藻

类 t如硅藻等)在水体中的分布一般比较均匀.如果遥

感监测的水体中，这些藻类为优势种，叶绿素定量遥感

应能达到更好的精度.

4 结语

航空成像光谱仪 OMlS- 1 的光谱分辨率足以探

测到水体中藻类叶绿素在 675nm 的吸收峰和 700nm

处的反射峰对7)(体反射光谱的影响，并且其波段反射

比且(21)/且 (]81与水体中的藻类叶绿素浓度有很好

的线性相关性. OMIS- I 的叶绿素遥感算法尚需进一

步的实验数据加以完善，但初步的遥感实验研究结果

表明.应用航空成像光谱仪遥感有可能提高内陆水体

中藻类叶绿素遥感估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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