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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积雪混合像元分解方法研究及积雪比例产品的发展是积雪遥感的重要研究方向。在我国北疆地区利用SVC 
HR-1024野外便携式光谱仪观测了已知积雪比例的混合像元光谱特征并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采用四种混合像元
分解模型对实测光谱进行解混及精度评价。结果表明反射率随积雪比例均匀下降并不呈均匀的线性变化，在不同

波段呈非线性变化特征，积雪像元解混精度与观测尺度的不同有一定的联系，尺度越小，解混精度越低;进一步对

实测光谱的解混结果表明，线性回归法精度较低，特别是对于积雪比例小于50%的解混结果不准确，稀疏回归解
混法和非负矩阵解混法略高于线性混合像元分解法，但线性混合像元分解法运算效率最高，稀疏回归解混法运算
效率最低，当对遥感图像进行解混时，要综合考虑四种方法的计算效率。通过将推动积雪混合像元分解定量遥感
研究，并为遥感影像准确提取积雪比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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