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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遥感是现代海岸带海洋科学重要的信息源，遥感技术的优势之一在于大尺度、高频率地

提供地球表层特征的区域信息，这对于传统的以稀疏离散点为基础的对地观测手段是一场革命性

的变化。遥感把传统的“点”测量方法获取的有限代表性的信息扩展为更加符合客观世界的

“面”信息（空间信息），使对地球表层参数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可能，增强了地球观测系统的预

测能力。   

    随着所获取对地观测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波谱分辨率和辐射分辨率的不断提高，遥感数据的

种类与容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数据过剩”和“信息贫乏”。结合海

岸带海洋特征开展多源遥感数据挖掘研究迫在眉睫，从针对海陆光谱特性差异大、滩涂海水光谱

辐射值小、我国近岸大量为Ⅱ类水体等特点，进行遥感图像处理的基础研究与改进，开发以高分

辨率影像为主的基于智能计算的海岸带目标特征诸如岸线、堤坝、养虾池、盐场、人工建筑等自

动提取技术，实现基于海岸带近海地学背景知识的语义推理目标识别技术，综合分析沿岸泥沙、

潮汐、流场、风力等动力因素作用下的海岸带信息提取与分析，只有在遥感影像及反演要素结合

动态水域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基于海—陆相互作用下的海岸带信息管理。   

    海岸带海洋遥感作为一项信息工程，其应用是通过多平台、多时相、高分辨率的信息源，实

现多源遥感数据综合定量化处理和分析，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GIS)，使瞬时遥感信息延伸为时

间序列的数据库，建立综合分析模型和专家系统，以期在动态监测、预测预报、评价决策方面以

及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海岸带和海洋遥感信息是伴随海洋科学诸多学科的发展

而发展的，并且需要其他多学科的支撑。   

    遥感信息技术一经形成运行系统，就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国作为

海洋大国，遥感更能在海岸带海洋监测中显示其独特的大范围、多时相、高分辨率的特点，并可

在海岸蚀退和淤进、悬浮泥沙扩散、海冰、海况、海洋污染、海洋工程以及海洋初级生产力和渔

情预报、海洋灾害等方面展示出更大的应用潜力。   

    经过多年投入和科研积累，目前面临如何将散列的技术方法集成为实用的系统，如何将实验

室里的理论转化为可供操作的应用系统。为此需要考虑建立海岸带基础环境遥感探测，并在此基

础上广泛开展海岸带海洋人类开发活动、水质环境、生态系统和海岸海洋灾害遥感监测。   

    海岸带基础环境遥感探测   

    利用高空间分辨率数据、雷达数据和高光谱数据的精确几何处理或融合处理图像产品，进行

海岸带环境信息提取和分析，提供海岸带环境探测平台及辅助工具。发展适合海岸带近海水域特

   



征的遥感数据处理与融合技术，重点解决多源遥感数据和非遥感数据在海岸带环境探测中的浅海

水深信息提取、浅海底质性质和分布特征信息提取、岸线位置和性质特征信息提取、岸滩性质与

分布信息提取、重要水文参数特征提取的问题，解决遥感海岸带综合制图等问题，提供海洋环境

信息产品、图像情报产品、海岸带专题图及海岸带基础信息数据库服务。   

    海岸带水环境遥感   

    海水水体的遥感监测一直是难点，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实现海水水质环境的动态监测与评价，

实现海岸面源污染对海水水质影响的评价，实时、准实时地实现海面溢油、点源排污等监测与生

态安全评估，开展赤潮及其藻种的遥感监测。   

    海岸带开发利用状况   

    利用高分辨率数据可以监测人类活动对泻湖、港湾、岛屿等的景观生态影响，监测养殖、围

垦等开发程度，计算评价滩涂稳定性、成熟度、成载度等指标。同时可以完成海滩养殖环境安全

评价与灾害损失评估等研究。   

    海岸灾害监测   

    利用高分辨率数据可以完成海平面上升的动态监测，可以估算海冰的面积、厚度、成熟度等

监测，可以完成巨浪、海雾等灾害性海洋现象的监测与预警。   

(杨晓梅)  

来源：科学时报200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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