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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流域遥感—地面观测同步试验： 科学目标与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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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黑河流域遥感—地面观测同步试验的科学背景、科学问题、研究目标以及观测试验方案和观测系统
布置。总体目标是，开展航空—卫星遥感与地面观测同步试验，为发展流域科学积累基础数据；发展能够融合多
源遥感观测的流域尺度陆面数据同化系统，为实现卫星遥感对流域的动态监测提供方法和范例。以具备鲜明的高
寒与干旱区伴生为主要特征的黑河流域为试验区，以水循环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航空遥感、卫星遥感、地面雷
达、水文气象观测、通量观测、生态监测等相关设备，开展航空、卫星和地面配合的大型观测试验，精细观测干
旱区内陆河流域高山冰雪和冻土带、山区水源涵养林带、中游人工绿洲及天然荒漠绿洲带的水循环和生态过程的
各个分量；并且以航空遥感为桥梁，通过高精度的真实性验证，发展尺度转换方法，改善从卫星遥感资料反演和
间接估计水循环各分量及与之密切联系的生态和其他地表过程分量的模型和算法。由寒区水文试验、森林水文试

验和干旱区水文试验，以及一个集成研究——模拟平台和数据平台建设组成。拟观测的变量划分为5大类，分别
是水文与生态变量、驱动数据、植被参数、土壤参数和空气动力参数。同步试验在流域尺度、重点试验区、加密

观测区和观测小区4个尺度上展开。布置了加密的地面同步观测、通量和气象水文观测、降雨、径流及其他水文

要素观测网络；使用了5类机载遥感传感器，分别是微波辐射计、激光雷达、高光谱成像仪、热红外成像仪和多

光谱CCD相机；获取了丰富的可见光/近红外、热红外、主被动微波、激光雷达等卫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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