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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4年10月现场测量了太湖水体的遥感反射比、后向散射系数以及其他必要参数，实验室测量了水

体的悬浮颗粒物质浓度. 首先把太湖划分为3个大区，即遥感反射比受湖底影响的区域（影响区）、不受湖

底影响的区域（非影响区）以及可能受湖底影响的区域（可能影响区），然后再把太湖分为高混浊、中混

浊、低清澈以及高清澈等4类水体类型，分别列出了各种水体区域类型的相关属性数据. 在整个太湖区域范

围内，建立了后向散射和悬浮颗粒物质浓度的经验回归模型；仅在非影响区内，建立了遥感反射比和后向散

射的经验回归模型，并可以利用悬浮颗粒物质浓度直接估测遥感反射比. 最后详细分析了模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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