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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 年 ) 月 ’ 日太湖 [\D"3卫星超光谱影像的几何纠正和 %5 模型辐射校正$以及水体实测光谱数据和影像光

谱数据分析$将太湖 ’& 个水体采样点光谱数据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阶微分处理后$选取和水质参数相关系数最大的波段

或波段组合建立反演模型$获得太湖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的空间分布图B研究表明$超光谱影像 T$* 波段
"%&’‘$&)8F#处的归一化光谱数据和叶绿素 G浓度相关性最高$泥沙遥感参数" (L#和悬浮物浓度相关性最高$与水体实测光

谱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同$模型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平均相对误差均在 *(h之内$水质空间分布图与实地调查结果一致$

因此$[\D"3卫星超光谱数据可以借鉴水体实测光谱数据不同水质参数敏感波段的分析结果$很好地应用于水质定量遥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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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物( 叶绿素 G是水质监测的重要参数$也
是影响湖泊真光层深度和初级生产力的重要因
子 ,"$’-B常规的监测方法耗时费力$遥感技术由于其
宏观( 动态等特点在水质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 ,*-B当前水质反演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题制
图仪"21#( 法国" 5V02#( 高级星载热发射和反射
辐射仪"352+/#(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10_.5#和
星载高光谱传感器"[XV+/.0,#等国外影像数据的
信息构建模型 ,E a"(-方面B21( 5V02( 352+/虽然

空间分辨率较高$但时间和光谱分辨率都较低’
10_.5 虽然时间分辨率较高$但空间分辨率较低’
[XV+/.0,虽然空间和光谱分辨率较高$但其时间



环!!境!!科!!学 *’ 卷

分辨率较低$并且幅宽很窄$这些因素都制约着遥感
数据源在水体实时( 动态监测的要求B

目前$针对超光谱数据$已经有多种模型反演水
色要素 ,"" a"E- $主要有利用水质特征波段进行波段组
合的单波段模型( 比值模型( 归一化模型( 一阶微
分模型和三波段模型等半经验( 半分析模型B由于
可用于水体水色要素反演的高分辨率传感器极少$
同时$卫星数据的信噪比较低$传感器通道设置不
多$这几类模型在超光谱遥感影像上的运用研究才
刚刚开始B阎福礼等 ,")-研究了基于高分辨率影像
[<O@LA78 数据进行波段比值( 差值和 ,_-.反演水
色要素B王桥等 ,"%-基于环境减灾D"3卫星超光谱数
据$采用三波段模型定量提取了巢湖地区夏季水体
叶绿素 G浓度信息B

我国于 ’((& 年 # 月发射了第 ’ 颗专用于环境
监测的环境减灾D"3( "T"[\D"3( "T#卫星$[\D"3
卫星上携带的超光谱成像仪具有 q*(o侧摆能力$#%
: 内可以对全球任意地区进行重访观测’以较短的
重返周期和较多的波段设置满足了大范围动态监测
水环境的需求 ,"%-B因此$开发 [\D"3卫星超光谱成
像仪数据提取叶绿素 G及悬浮物信息的模型$为遥
感水质监测带来新的活力$对于推动内陆湖泊遥感
监测( 推进国产卫星及遥感技术在水环境监测中的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B

本研究通过实测太湖水体水质参数$探求同步
测量光谱数据以及环境减灾D"3卫星超光谱成像仪
数据与实测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之间的关
系$并将实测光谱值分析结果与超光谱成像仪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减灾D"3卫星超
光谱成像仪数据在水质遥感监测中的可行性B

IJ材料与方法

IKI!采样时间及地点
’((# 年 E 月 ’# 日 a) 月 ’ 日$天气晴朗$能见

度良好$天空无云$水面平静B在太湖进行了星地同
步实验B通过 YV5 布点$采集了共 ’& 个点位的水体
表面反射率光谱数据$并通过室内实验$同步实测了
各个点位的叶绿素 G浓度和悬浮物浓度$叶绿素 G
浓度值在 ’‘*E a)%‘) (U24k"之间’悬浮物浓度值
在 E‘’& a%)‘*) FU24k"之间B实验样点分布见图 "‘

光谱测量采用美国 35_公司生产的 =A@;? 5O@M
VL7=/便携式分光辐射光谱仪"波段范围为 *)( a
’ )(( 8F#进行水面上光谱测量B测量在船上进行$
测量时间内天空基本无云$水面平静$标准光纤探头

图 IJ太湖采样点分布示意

=AUB"!_AN9LAR>9A78 7SNGFO;A8UN9G9A78NA8 2GA:> 4GI@

距离水面 "‘’ F左右$观测方位角为 "*)o左右 "设
太阳入射的方位角为 (o#$观测天顶角为 E(o左右$
测量时先导出离水辐射率 RQ$水表面上总的入射辐
照度 =?"( b#$再通过式 ?LNmRQP=?"( b#求得遥感
反射率 ?LNB这种测量方法有效地剔除了噪音特别是
天空光信息的干扰$具有很高的精度B每个采样点至
少测量 "(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反射光谱B

悬浮物浓度采用灼烧称重法测定B叶绿素 G的
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用 Y=P6滤膜过滤水样$然后
将滤膜置于冰箱中冷冻 E& : 以上$取出用 #(h 的
热乙醇萃取$然后在岛津 W-’E(" 分光光度计上测
定 %%) 8F( $)( 8F处吸光度$并加入 " 滴 "h稀盐
酸酸化$换算得到叶绿素 G浓度值B
IKL!卫星数据获取及处理

[\D"3卫星超光谱成像仪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
率为 "(( F$时间分辨率为 #% :$光谱平均分辨率为
) 8F$共 "") 个连续波段$光谱范围覆盖 E)( a#)(
8F$观测幅宽 )( IF$"’ RA9量化$平均信噪比高达
"((‘
IKLKI![\D"3影像的几何校正

在太湖星地同步实验过程中获取了一幅超光谱
影像"’((# 年 ) 月 ’ 日#B本研究以一幅已经进行过
精纠正的 ’((( 年的太湖流域 21 数据 "投影为
W21$椭球体为 eY5&E#为参考影像$在 +/_35 #‘’
支持下对 [\D"3超光谱影像进行几何精纠正$图像
重采样采用最近邻近点法$这样可以避免光谱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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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丢失$投影选择 W21投影$椭球体选择 eY5&E$
控制点尽量均匀分布$总误差 /15 控制在 (‘) 个象
元之内B
IKLKL![\D"3影像的大气校正

大气校正是遥感影辐射校正的主要内容$是获
得地表真实反射率不可少的一步$对定量遥感尤为
重要B本研究中的 [\D"3超光谱影像在辐射定标之
后$利用 +,-.软件中的 +==0/2V7;AN:A8U的工具
对表观反射率测定和适度修正时进行了经验平面域
最优化反射率转换$使波谱曲线更加近似于真实地
物的波谱曲线B本次研究采用 %5 大气校正模型$该
模型适于可见光 a近红外"(‘’) aE (F#的多角度
数据 ,"$$"&- $考虑了地表非朗伯体情况$解决了地表
T/_=与大气相互耦合的问题$借助较为精确的近
似方程以及 505"N>MM@NNAC@7L?@L7SNMG99@LA8U#算法$
提高了瑞利散射和气溶胶散射的计算精度$且计算
时间快 ,"#-B在利用 %5 软件进行大气校正时需要输
入的主要参数有!太阳天顶角( 卫星天顶角( 太阳
方位角( 卫星方位角$也可以输入卫星轨道与时间
参数来替代’大气组分参数$包括水汽( 灰尘颗粒度
等参数$若缺乏精确的实况数据$可以根据卫星数据
的地理位置和时间$选用 %5 提供的标准模型来替
代$本次因缺乏大气实测数据$选用标准大气模型中
纬度夏季模型’气溶胶组分参数$包括水分含量以及
烟尘( 灰尘等在空气中的百分比等$本次选用城市
模型来描述标准大气的气溶胶组分’气溶胶的大气
路径长度$本次用能见度参数表示’观测目标的海拔
高度及传感器高度’光谱条件$可以直接输入光谱波
段范围$也可以将遥感器波段作为输入条件B

%5 软件在有关参数输入完毕后会计算出各种
大气参数$同时也给出了大气校正系数 7G( 7R( 7M$
大气校正后的反射率 36/"G9F7NO:@LAMG;;<M7LL@M9@?
L@S;@M9G8M@#可以用下式获得!

0/7G>R+W7R ""#

3/6m0:""‘( 17M>0# "’#

式中 R+,e2"F
’25L2(F# k"-为第 +波段上测的辐亮

度值$可由遥感影像经过辐射定标求得 ,’(-B

LJ结果与分析

LKI!光谱特征分析
图 ’ 为 *)( a#)( 8F范围内的太湖采样点实测

遥感反射率光谱曲线$体现了一个比较好的随浓度
相关特性$即表现在大部分曲线没有交叉$平行性比
较好B图 ’ 中可见光谱的最大值在绿谱段$约在 )%(

8F处’值得注意的是$在 %&( 8F附近有波谷$在
$() 8F附近有个波峰$这是内陆湖泊水体与海洋水
体的主要区别B从图 ’ 中的光谱反射曲线可以看出$
水体藻类特征显著$E(( a)(( 8F波长范围内$叶绿
素吸收作用明显$反射率较低B由藻类色素引起的
)%( 8F附近和 $() 8F附近的反射峰十分明显 ,’"- $
同时$%(( 8F附近和 %&( 8F附近有明显的反射谷B
其中$)%( 8F附近的反射峰是由于藻类叶绿素和胡
萝卜素弱吸收和细胞的散射作用形成的’而 $() 8F
附近的反射峰是水体藻类最显著的光谱特征$在水
体反射光谱曲线上$该峰值存在与否通常是判断水
体是否含有藻类叶绿素的依据$多数学者认为这是
由于叶绿素 G的荧光作用产生的 ,’’-BYA9@;N78 等 ,’*-

通过研究指出$随着叶绿素 G浓度的增加$叶绿素荧
光峰向长波方向移动B而 %(( 8F附近的反射谷是由
于藻青蛋白的吸收形成的’%&( 8F附近的反射谷是
藻类叶绿素在红光波段强烈吸收的结果B由悬浮物
引起的 $&( a&"( 8F附近的小反射峰是水体悬浮无
机质存在的重要光谱特征$该反射峰只在悬浮物浓
度 n(‘(’) FU24k"时存在$且是反演悬浮物浓度的
主要波段B因此$根据光谱特征分析$太湖水体遥感
反射率光谱呈现典型的富营养化二类水体遥感反射
率光谱特征B

图 LJ太湖水体采样点实测遥感反射率

=AUB’!5O@M9LG;L@F79@N@8NA8UL@S;@M9G8M@7S2GA:> 4GI@

对 [\D"3卫星超光谱遥感数据预处理完成后
影像波段 T%% aT#& 的光谱曲线如图 *$对应高光谱
谱段为 %)( a&’( 8FB与相同谱段内地面实测高光
谱遥感反射率数据相比$红光波段内叶绿素 G的反
射谷( 荧光峰等特征都十分明显$但是荧光峰位置
较地面实测荧光峰要前置 " a’ 个波段B导致荧光峰
前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光谱分辨率的不同$也可能
是受遥感器通道设置的影响’地面实测超光谱数据
在 $)( 8F以后变化不大$呈线性趋势$而 [\D"3卫
星超光谱数据在这段范围内仍出现了数个波峰( 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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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因此$$)( 8F以后峰值和谷值的形成可能是由
于大气的影响$不足以反映叶绿素 G的反射率信息B

图 MJ预处理完成后的采样点 :>.I<超光谱影像反射率

=AUB*!/@S;@M9G8M@GS9@LG9F7NO:@LAMM7LL@M9A78

LKL!超光谱数据反演叶绿素 G浓度
本研究首先对太湖实测光谱数据进行了遥感反

射率的提取$并进一步做了归一化和一阶微分处理$
分别得到了归一化反射率及一阶微分反射率$将随
机选取的 ’( 个采样点的实测叶绿素 G浓度值与 *
种处理后的反射率值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最终找
!!!

出一阶微分反射率值的 %&’ 8F波段处的反射率值
与叶绿素 G浓度值有最大正相关关系$V@GLN78 相关
系数达到了 (‘#$)‘

根据采样点位的经纬度信息$在 [\D"3卫星超
光谱影像中提取各点位反射率信息$同样进行归一
化和一阶微分处理$分别得到了归一化反射率及一
阶微分反射率$从 ’& 个采样点中随机选取三分之二
的点位进行建模$剩余三分之一留作模型验证$因
此$’( 个点位用于建模$& 个点位用于检验B将随机
选取的 ’( 个采样点的实测叶绿素 G浓度值与 * 种
处理后的反射率值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归一化反射率值与叶绿素 G浓度值的相关性
最高$ 最 高相关 出 现 在 T$* 波 段$ 中 心 波 长 为
%&’‘$&) 8F$V@GLN78 相关系数达到了 k(‘&#$敏感
波段的选取与实测光谱值的分析是一致的$所以$选
择超光谱数据的 T$*波段的归一化反射率建立叶绿
素 G浓度反演模型B所建模型的各参数值见表 "$其
中自变量为 T$*波段的归一化反射率$因变量为叶绿
素 G浓度值B

表 IJ叶绿素模型汇总与估测参数

2GR;@"!17?@;N>FFGL<G8? OGLGF@9@L@N9AFG9@N

方程
模型综述 模型参数

?’ K ?S" ?S’ @ 678N9G89 F" F’

线性 (‘$#E %"‘%’# " "% (B((( "&&‘’)" k"&"‘"#"

二次 (‘&#E %*‘"’$ ’ ") (B((( &*E‘E’) k" %E#‘"E% &’*‘#E)

指数 (‘)’% "$‘$EE " "% (B((" "’ ’$"‘&)* k$‘*’"

对数 (‘)’% "$‘$EE " "% (B((" &‘")+D(() " )""‘)$*

!!从表 " 中所建的 E 个模型分析来看$指数和对
数模型的拟合度都不高$只有 (‘)’%$线性模型的拟
合度要优于指数和对数模型$达到了 (‘$#E$但二次
非线性模型的拟合度更优$达到了 (‘&#E$在显著性
水平 s(‘((" 条件下相关性达到了最好$所以$叶绿
素 G浓度的反演模型就选用一元二次非线性模型B
由表 " 中可得$所建模型为!
6:;DG/8" %E#‘"E%71&’*‘#E)7’ 1&*E‘E’)

""#

式中$因变量 6:;DG为叶绿素 G浓度值$自变量为超
光谱数据 T$*波段归一化反射率值B
LKM!超光谱数据反演悬浮物浓度

太湖的悬浮物主要是泥沙$对许多泥沙光学特
性的研究表明$对泥沙浓度最为敏感的波长为 ))(
8F和 %$( 8F,’E$’)-B随着泥沙浓度增高$泥沙反射峰
向红端偏移B当泥沙达到一定浓度后$))( 8F波段
附近会出现饱和$而 %$( 8F更适合于高泥沙浓度的

探测B所以悬浮物的反演选取泥沙遥感参数 (Lm
"?))( b?%$(#P"?))( P?%$(# 进行分析B

本研究首先分别求取了实测光谱值的遥感反射
率( 归一化反射率以及一阶微分反射率值的泥沙遥
感参数$通过分析$发现 ))% 8F处的反射率值建立
的泥沙遥感参数与悬浮物浓度值的相关性最高$因
此这里选取了 ))( 8F附近的 ))% 8F用于建立泥沙
遥感参数$(Lm"?))% b?%$( #P"?))% P?%$( # 并分析了
(L与悬浮物浓度的相关关系$最终发现归一化反射
率值的泥沙遥感参数 (L与悬浮物的相关性最高$
V@GLN78 相关系数达到了 (‘#"E‘

分别求取超光谱数据的遥感反射率( 归一化反
射率以及一阶微分反射率的泥沙遥感参数 (L$选取
小卫星 Q*#波段和 Q$(波段计算$对应的中心波长分
别为 )))‘$’) 8F和 %%#‘’&) 8F$(Lm"Q*# bQ$( #P
"Q*# PQ$(#$通过分析$得知遥感反射率的泥沙遥感
参数与悬浮物值的相关性最高$V@GLN78 相关系数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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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借鉴实测光谱值分析结果$得知泥沙遥
感参数 (L能够很好地反演悬浮物质B因此$最终选
取遥感反射率的泥沙遥感参数 (L与悬浮物值进行

分析B所建模型的各参数值见表 ’$其中自变量为
(L$因变量为 55B
! !从表’中所建的E个模型分析来看 $指数和对

表 LJ悬浮物模型汇总与估测参数

2GR;@’!17?@;5>FFGL<G8? VGLGF@9@L+N9AFG9@N

方程
模型综述 模型参数

?’ K ?S" ?S’ @ 678N9G89 F" F’

线性 (‘&(* %)‘*$% " "% (B((( k")‘%E# E$$‘’*)

二次 (‘&"# **‘&)% ’ ") (B((( "‘)#* "("‘"#% " $#(‘)$(

指数 (‘%%E *"‘%’E " "% (B((( E‘))# "$‘(E*

对数 (‘%%E *"‘%’E " "% (B((( (‘’"# *‘#%+D((&

数模型的拟合度都不高$只有 (‘%%E$线性模型的拟
合度要优于指数和对数模型$达到了 (‘&(*$但二次
非线性模型的拟合度更优$达到了 (‘&"#$在显著性
水平 s(‘((" 条件下相关性达到了最好$所以$悬浮
物浓度的反演模型选用一元二次非线性模型B由表
中可得$所建模型为!

55 m"("‘"#%71"$#(‘)$(7’ 1"‘)#* "’#
式中$因变量 55 为悬浮物值$自变量为超光谱数据

遥感反射率泥沙遥感参数 (LB

MJ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实测光谱数据水质参
数敏感波段的选取$对环境超光谱数据具有很好的
借鉴作用$’ 种光谱数据与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
物浓度相关性最高的波段以及 V@GLN78 相关系数如
表 * 所示B

表 MJ实测光谱与 :>.I<光谱敏感波段比较

2GR;@*!67FOGLAN78 7SN@8NA9AC@RG8?NR@9Q@@8 F@GN>L@? NO@M9L>FG8? [\D"3

项目
叶绿素 G浓度 悬浮物浓度

波段P8F V@GLN78 系数 波段P8F V@GLN78 系数
实测光谱 %&’ (‘#$) "?))% b?%$( #P"?))% P?%$( # (‘#"E
[\D"3光谱 %&’‘$&) k(‘&# "?)))‘$’) b?%%#‘’&) #P"?)))‘$’) P?%%#‘’&) # (‘&#%

!!将这 ’ 种模型运用到 [\D"3卫星超光谱遥感
影像中进行叶绿素 G以及悬浮物信息提取$并用均
方根误差"/15+#和相对误差"/+# ’ 个指标以及
模型的决定系数"?’#进行精度检验B

/15+/
"
,

+/"
"7F7?$+877RN$+#

’

槡 ,
"*#

/+/
7F7? 877RN
77RN

>"((X "E#

式中$7F7?表示叶绿素 G浓度或悬浮物浓度反演值$
77RN表示叶绿素 G浓度或悬浮物浓度实测值B平均相
对误差是对每个误差取绝对值后的平均相对误差B
?’ 表示趋势线的估计值与对应的实际数据之间的
拟合程度$是取值范围为 ( a" 的数值$当趋势线
的 ?’ 等于 " 或接近 " 时$其可靠性最高B’ 种模型
的验证结果如表 E 所示B

分析表 E$’ 个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F@G8#均
在 *(h以内$且这 ’ 个模型的均方根误差"/15+#
均远小于太湖水体实测平均叶绿素 G浓度以及平均

悬浮物浓度$?’ 也均达到了 (‘&) 以上$根据验证结
果$这 ’ 个模型能够有效地定量反演太湖水体叶绿
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B用建模的 ’( 个采样点以
及剩余 & 个样点均用于验证$验证结果如图 E 和
图 )‘

表 RJ太湖水体叶绿素 F 浓度模型与悬浮物模型评价

2GR;@E!+CG;>G9A78 7SN>NO@8?@? N7;A?NF7?@;G8? M:;7L7O:<;;DGF7?@;

项目 ?’ /15+ /+FGJPh /+FA8 Ph /+F@G8 Ph

6:;DG模型 (‘&# E‘(" %$‘’( )‘%’ ’$‘E&
55 模型 (‘&$ $‘(’ ))‘)% (‘*$ ’’‘’"

!!由图 E 和图 ) 分析可知$叶绿素预测模型以及
悬浮物预测模型的验证精度分别达到了 (‘&# 和
(‘&$$模型精度达到了水质参数的反演要求$可以发
现其中叶绿素 G浓度实测值当中有 ’ 个显著的极
值$本研究中未将这 ’ 个值当做异常值进行剔除$因
为在本实验样点设计中$样点较少$但基本均匀分布
于整个太湖$此 ’ 点代表了竺山湖的水质状况$实地
取样时$对该地区的叶绿素 G浓度值进行了多次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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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J叶绿素模型验证结果"6:;DG模型#

=AUBE!/@N>;97SM:;7L7O:<;;DGF7?@;

图 SJ悬浮物模型验证结果" 55 模型#

=AUB)!/@N>;97SN7;A? N>NO@8NA78NF7?@;

量取平均$其中一个用于建模$另一个用于了验证$’
个模型在遥感影像上的反演效果如图 % 和图 $‘

图 !J太湖叶绿素 F 反演图

=AUB%!eG9@Lg>G;A9<7SM:;7L7O:<;;DGA8 2GA:> 4GI@

环境小卫星超光谱影像数据的前 ") 个波段存
在着明显的纵向条纹$剩余波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
纵向条纹$但较前 ") 波段要好$在水体等背景均一
地物位置$条带现象则更加明显$条带和噪声的存在

图 TJ太湖悬浮物反演图

=AUB$!eG9@Lg>G;A9<7SN7;A? N>NO@8NA78NA8 2GA:> 4GI@

对于水质参数反演存在一定影响B本研究中已将前
’( 波段去除$从图 % 和图 $ 来看$反演结果仍受影
像质量一定的影响$但就整个湖区而言$图中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的区域变化还是很明显$就

叶绿素 G浓度而言$东太湖以及湖心的浓度偏低$贡
湖以及太湖南岸和西岸部分区域浓度偏高$与王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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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 ,’%-10_.5 影像的太湖春季叶绿素 G遥感监测
结果一致B据统计$近年来$* a) 月逐渐成为太湖蓝
藻水华的初始出现期$% a# 月为蓝藻水华的频发
期$此时的季节还处于春末夏初$太湖蓝藻水华还处
于初始出现期$还未高频率大规模暴发$因此整体叶
绿素 G浓度不是很高B从悬浮物浓度的反演结果来
看$太湖北部的竺山湖(贡湖悬浮物浓度都较低$梅
梁湖区浓度相对较高$湖心区大部分悬浮物浓度都
较高$由于其水面开阔$风速较湖岸大$在风浪作用
下底泥发生再悬浮使悬浮物浓度增高$最高区出现
在南部沿岸区$西南区苕溪水系坡陡流急$是太湖主
要水源之一$主流向北由小梅口( 大钱口入太湖$河
口区由于水交换强烈$因而西南区的悬浮物含量一
直较高B总体来看$整个湖区的悬浮物浓度都较高$
原因可能是处于春末$降水较少$就本次研究的时间
以及整个湖区的悬浮物等级区域分布状况$与环境
保护部卫星应用中心公布的 21影像春季悬浮物浓
度遥感监测结果是非常一致的B值得关注的是$西苕
溪入湖口处$叶绿素浓度和悬浮物浓度都很高$悬浮
物尤为突出$除上述原因以外$根据实地调查$西苕
溪上游有一较大石矿经由入湖口向湖区排水$其次
该段跨湖大桥正在建设当中$施工的影响不可忽视$
另外该区域船流量也较大$导致湖水搅动比较大$湖
水特别浑浊$湖面有围网养殖区$实地测量的蓝绿藻
和叶绿素值是整个湖区所有采样点中最高的$而且
较其他采样点高很多$研究结果真实可信B

RJ结论

""#环境小卫星超光谱影像数据具有 "") 个波
段$通过对数据质量的分析$前 ") 个波段具有非常
严重的条带$基本无法利用$去除了前 ’( 个波段之
后$剩余 #) 个波段仍然能够较好地反映太湖水体的
光谱特征$叶绿素 G的反射谷( 荧光峰以及悬浮无
机质的反射峰等特征都十分明显$环境小卫星超光
谱数据能够很好的应用于水质定量遥感B

"’#水面实测光谱 %&’ 8F波段与叶绿素G浓度
相关性最好$与环境卫星超光谱数据 Q$* "中心波长
为 %&’‘$&) 8F#波段是一致的$实测光谱波段组合
(Lm"?))% b?%$(#P"?))% P?%$(# 与悬浮物浓度的相关
性最好$这与超光谱数据 (Lm"Q*# bQ$( #P"Q*# P
Q$(#也是一致的"Q*#与 Q$(中心波长分别为 )))‘$’)
8F和 %%#‘’&) 8F#$因此$无论是单波段还是波段
组合$实地同步实测光谱数据对于星载高光谱影像
水质参数反演敏感波段的选择都具有很好的借鉴

作用B
"*#叶绿素单波段反演模型以及悬浮物波段组

合 5L模型$平均相对误差均在 *(h以内$均方根误
差远小于太湖水体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平
均值$因此$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能够有效的反演太湖
叶绿素 G浓度以及悬浮物浓度B

"E#针对不同湖泊$或者同一湖泊的不同季节$
水体反射光谱曲线特征不一致$在进行敏感波段分
析时$敏感波段存在一定差异$使得水质反演的模型
和参数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因此$水体各
组分含量有所差异$水质参数及水体反射光谱季节
变化明显$模型运用的外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B

致谢!感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学院赵巧华
老师提供实测数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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