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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浅水遥感水底反射校正研究进展


周冠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在水色遥感中，光学浅水底部反射的贡献显著地改变了水体反射信号的强度与光谱分布，
成为制约二类水体遥感反演精度的瓶颈问题之一。在分析光学浅水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从水底

反射特性测量、水底二向反射特性（ＢＲＤＦ）与水底反射效应校正模型３个方面论述了国内外在水
底反射校正研究方面的进展；指出了发展光学浅水区的提取算法、建立典型底质类型光谱数据库、

构建典型底质类型ＢＲＤＦ模型、发展有效的水底反射校正模型与光学浅水三维辐射传输模型等几
个关键问题，以期为促进二类水体水色遥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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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对大型水体进行水质监测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受

二类水体遥感机理、反演方法与实验技术条件等因

素的限制，水质遥感面临着诸多瓶颈问题有待突破。

其中，内陆湖泊与近海水体存在大量的光学浅水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区（即光穿透深度大于或等
于水深），光学浅水的底质反射是影响二类水体水

质参数遥感反演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１］。在光学

浅水区，水底反射贡献与离水辐亮度耦合在一起。

如果忽视水底反射贡献的存在，把水底反射信号当

作水体组分信息，直接基于“伪遥感反射率”进行水

质参数的遥感反演，往往会造成水质参数浓度的高

估［２］。此外，在某些光谱范围，不同的水体组分与

水底能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水色遥感信号，难以区分

其影响，从而增加了水质遥感的复杂性［３］。此外，

在光学浅水区，水底后向散射信号可传输到水面，造

成清洁水体近红外波段离水辐亮度不为零，从而可

导致气溶胶光学厚度（一般根据近红外波段信号推

导）估算过高，造成可见光波段大气校正“过高”。

因此，从二类水体大气校正的角度，也应该考虑水底

反射与水体光学活性物质信息的解耦方法。水环境

遥感应用对遥感信息定量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

实现光学浅水区水环境参数的高精度反演，必须对

不同底质类型光谱反射特性及其对水体光场垂直结

构与水表遥感反射比的影响规律有清楚的认识；必

须量化在不同观测条件下，不同状态的水体水底反

射率的贡献大小，从而为发展有效的光学浅水环境

参数提取模型奠定基础。因此，光学浅水遥感成为

水色遥感领域的重要挑战。

２　光学浅水的概念与内涵
光学浅水与光学深水区别于测量几何意义上的

深水与浅水概念，是以水底是否“可见”或水底是否

影响水面反射光谱为判断依据。水底的光学影响取

决于水深、水体透明度、底质类型与反射光谱特性以

及传感器的探测通道等诸多因素［４～６］。光谱衰减随

深度的变化是利用遥感数据进行水深和水底特征测

量的关键因素［７］。穿透深度（或透视深度）和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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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谱范围随水体透明度急剧变化。水深直接影响

了水底是否可见，对于以往的大洋一类水体研究，由

于垂直空间尺度大，通常情况下都不需要考虑水底

反射的影响。水体透明度直接决定了光线在水体中

的穿透深度，对于混浊的二类水体，尽管水深比较

浅，但光束衰减系数大，入射光被强烈吸收，可能无

法到达水底，属于光学深水；相反，对于较清洁的水

体，由于光束衰减系数比较小，太阳光可能入射到水

底，这种情况属于光学浅水。水体底质类型及其反

射特性对于水底反射光对水面遥感反射信号贡献的

大小具有显著的影响。常见的底质类型有水草型、

淤泥型、岩石型、砂质型、珊瑚礁型以及混合型等，其

中淤泥型底质为吸收型，而岩石型、砂质型、珊瑚礁

型底质属于反射型，这２种底质类型的反射特性与
波长的关系不太密切；而水草型属于波段选择性吸

收与散射型，混合型则更为复杂。在对水面遥感反

射比的影响程度上，反射型水底大于吸收型水

底［８］。探测通道是决定水色遥感光学深度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传感器接收信号的最大深度随着波长

和水体透明度而变化。水体自身的吸收作用限制了

可见光中较长波长的穿透深度，而溶解性有机物和

浮游植物的吸收作用限制了４８０ｎｍ以下波长的穿
透深度。在最清澈的水域，４９０ｎｍ处窄波段可以穿
透的水深约１００ｍ；在同一水域，达到水下２０ｍ深
度的光谱范围为４３０～５８０ｎｍ；达到水下１０ｍ深度
的光谱范围为４００～６１０ｎｍ。综上所述，水体底部
对水色的影响因水体深度、水体透明度、水体底质类

型和水底类型以及遥感波段而异，所有这些因素综

合形成影响传感器水色观测的水底效应。因此，必

须确定光学浅水区的底质类型及其反射特性，并量

化水底反射贡献的大小，实现水底反射信号与水体

信号的有效分离。这不仅可以提高水质参数遥感反

演精度，还可以为浅水底质类型的遥感监测、水深遥

感绘图等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３　光学浅水遥感水底反射校正问题
以往诸多研究对三大水色因子关注较多，而对

浅水的光学过程与水底效应关注较少［３］。近年来，

随着新型水下光谱测量仪器的出现与水下光谱测量

技术的发展，为分解水柱贡献和水底底质背景反射

贡献提供了新的可能，有望通过实测的底部反射率

结合水体辐射传输模拟，实现水底反射的校正，使进

行大面积浅水环境遥感监测成为现实。

由于水体底部状况复杂多变，缺乏有效的区域

性底部反射率实测数据，通常情况下难以准确测量

不同环境水底反射率并估算水底反射的贡献大小，

以往大多数有关二类水体水质遥感研究都没考虑水

底的影响，简化为光学深水处理，或者不考虑水底反

射的 ＢＲＤ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特性，简单地假设水底为朗伯体，设定一
个不随波长变化的底部反射率，这种假设带有很大

的人为不确定性，可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因此，

必须研究光学浅水区底质反射特性，实现水底信号

与水体信号的有效分离，校正水底反射对水面遥感

反射比的影响，还原光学浅水区水质参数浓度分布

的“真面目”。

目前光学浅水遥感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针对海

洋水色遥感提出的，尽管内陆水体具有其自身的特

殊性，但这些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内陆水体的研究所

借鉴。光学浅水的底部反射对水面遥感反射比有一

定的影响和贡献，国际上诸多学者早已注意到这方

面的问题［９～１３］，并形成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在过去

的３０年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野外和实验室的典型
底质类型光谱反射率测量数据，并建立了光学浅水

遥感反演的基本理论框架。近１０年来，很多为光学
浅水设计的新型传感器，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近

些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光学浅水遥感问

题［２，１４～１７］。

４　水底反射特性测量
由于海洋水色遥感可用于全球变化研究，水体

光学（主要是海洋光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过去近３０年间，现场水下光场
与水体物质光学特性测量仪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相继出现了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的商业化水下光谱

仪与水体固有光学特性测量仪器［１８～２０］。针对光学

深水区研发的传感器与测量技术可以直接尝试应用

于光学浅水区。但光学浅水环境，垂直尺度通常比

较小，干扰因素多，对测量技术与测量仪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针对光学浅水环境研究研发的水下传感

器与水下成像系统出现得较晚［２１，２２］。

水底反射光谱测量需要克服以下２个方面因素
的影响：

（１）水柱吸收的影响。在地面光谱测量中，传
感器与目标物之间空气介质的影响通常非常微弱，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水底光谱测量中，水体对光

谱信号的影响却显著得多，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一
方面，水体的吸收作用明显，尤其对长波段的吸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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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另一方面，水体的后向散射对于水底的光谱测量

而言是一种“噪声”。如何有效避免或者消除水体

的上述影响，是水底光谱测量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之一。

（２）水面波浪对水底光场的扰动影响。在野外
测量时，水面波浪难以避免。入射光线经过非平静

水面折射进入水体后将发生“汇聚现象”。这种汇

聚现象随着波浪起伏而不断变化，并将导致水底光

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给水底

光谱测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地克服

这方面的影响，是水底光谱测量所需要解决的另一

关键问题。

目前，水底反射特性测量方法可大致归纳为３
类：水面测量法、水下非参考板测量法［２３］与水下参

考板测量法［２４］，不同的测量方法原理基本一

致［２５～２７］，主要差异体现在下行辐照度的测量方法

上，困难之处在于需要尽可能克服水柱与水面波浪

造成水下光场变化的“汇聚现象”对水底反射光谱

测量的影响［２８］。

目前公开报道的水底反射光谱数据较少，Ｂｏｓｔａ
ｔｅｒ等［２９］实测的 ５种典型底质类型（沙质型、水草
型、沙质与水草混合型、珊瑚礁型、死珊瑚礁型）反

射光谱数据，可供理论研究参考。因此，建立典型底

质类型反射光谱数据库，已成为当前光学浅水研究

的当务之急。

５　水底ＢＲＤＦ特性研究
ＢＲＤＦ是精确描述物体表面反射光的基本物理

参数。据Ｎｉｃｏｄｅｍｕｓ等［３０］与Ｍｏｂｌｅｙ等［１０］，ＢＲＤＦ定
义如下：

ＢＲＤＦ（θｉ，φｉ，θｒ，φｒ）≡
ｄＬｒ（θｒ，φｒ）

Ｌｉ（θｉ，φｉ）·ｃｏｓθｉ·ｄΩ（θｉ，φｉ）

（１）
　　其中，ｉ表示入射，ｒ表示反射，θ为天顶角，φ为
方位角，ｄΩ（θｉ，φｉ）为立体角，Ｌｉ（θｉ，φｉ）表示入射辐
亮度，ｄＬｒ（θｒ，φｒ）表示反射辐亮度，为简化起见，公
式中省略了波长λ。ＢＲＤＦ的单位为１／ｓｒ，可解释为
每单位立体角的反射率。

光学浅水水底的ＢＲＤＦ特性决定了水底反射光
的强度与角度分布。水底底质ＢＲＤＦ的研究主要涉
及到典型底质类型 ＢＲＤＦ的测量及其建模、水底
ＢＲＤＦ对底部反射率的影响、水底 ＢＲＤＦ对水面遥
感反射比的影响、水底二向反射特性对离水辐亮度

二向反射特性的影响、朗伯体代替非朗伯体的误差

图１　ＢＲＤＦ的定义几何（ｘｙ平面为反射面，
ｚ轴垂直于反射表面）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ＤＦ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ｘｙｐｌａｎｅ；ｔｈｅｚ

ａｘｉｓｉｓ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量化等几个方面。

陆地遥感对土壤和植被的二向反射特性进行了

大量的测量与建模，而海洋水色领域长期以来侧重

于光学深水的研究，不涉及水底二向反射特性问题。

此外，水体内部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很难进行 ＢＲＤＦ
测量，因此鲜有水底 ＢＲＤＦ模型的报道。在大部分
的早期研究中，通常假设水底是平坦与同质的朗伯

体［３１］。Ｍｏｂｌｅｙ等［９］研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具

有非朗伯特性水底的ＢＲＤＦ可以用具有相同辐照度
反射比的ＢＲＤＦ来代替。非平坦水底的主要影响是
改变了光线的入射角，这种改变可以通过几何（坡

度）校正来消除。对于异质性水底可利用面积加权

的方法计算不同底质类型反射的贡献。

长期被忽视的水底ＢＲＤＦ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
足够的重视。假设水底 ＢＲＤＦ为常数，不考虑其反
射的方向性，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但野外测

量表明，对于大部分的光照几何，水底反射率与朗伯

体表面具有显著的差别［３２～３４］。Ｚｈａｎｇ等［３４］通过对

沙质型底质的 ＢＲＤＦ特性的野外测量发现，当太阳
光垂直入射时，底部几乎为朗伯体，随着入射角的增

大，开始呈现非朗伯特性。当入射角小于３５°时，其
ＢＲＤＦ近似于朗伯性；而当入射角大于３５°时，出现
明显的后向散射热点，并且这种现象随着入射角与

沉积物粒径的增大越来越明显。

水底环境几何结构复杂，并且知之甚少，难以获

取其ＢＲＤＦ特性。初步的模型模拟研究表明，这种
差异对浅水光场产生显著的影响［９］。此外，尽管已

知影响水底反射特性的因素很多，如沉积物理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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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底部几何结构特性等，但其影响定量关系尚不

清楚。现发展的某些水体辐射传输模型开始考虑了

水底几何结构特性的影响［９，３５］，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３６］还考
虑了海草冠层的三维结构。

水底底质ＢＲＤＦ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其研究
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实验阶段，理论尚待不断的完善。

由水底空间结构与水底底质光谱特性共同决定了水

底表面ＢＲＤＦ特性。鉴于野外条件的复杂性，基于
室内可控条件下获取典型底质类型与几何结构条件

下的 ＢＲＤＦ数据进行建模与验证是一个很好的
途径。

６　光学浅水水底反射效应研究
在光学深水区，在一个特定的光照条件与水面

波浪场，水下光场主要是由水体中溶解的与悬浮的

光学活性物质的分布所决定。大量的研究表明，下

行辐照度随深度呈负指数规律衰减［３７～３９］，水底光学

特性对下行辐射没有影响，仅影响水体光场上行辐

射的垂直结构。因此上行辐照度在垂直结构上不是

呈单调的递变规律，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负指数衰减

函数来表达，可能在水柱中某个深度层保持不变，或

甚至随深度增加而增加，这取决于水深与水底光学

特性［２，４０］。周冠华［２］利用 Ｂｏｓｔａｔｅｒ［２９］实测典型底质
类型反射率光谱数据作为底部边界条件，以太湖实

测的固有光学特性数据［１７］作为底边界条件输入，通

过水体光学蒙特卡罗模型模拟了光学浅水的光学过

程，重点研究了垂直结构与不同底质类型对水面遥

感反射比的影响。在光学浅水区，水深小于入射光

穿透深度，部分入射到水底的光重新反射回水柱或

再激发成荧光，水底对水面遥感反射比具有一定的

贡献。因此，浅水区水下光场不仅是水体成分光学

特性的函数，还是水深与水底反射特性的函数。与

光学深水相比，虽然浅水中基本的辐射传输过程没

有变化，但光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水

体辐射传输方程求解的假设与边界条件。

早期，浅水辐射传输计算主要以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
拟为主，通常都假设海底为平坦、均一的朗伯反射

体［３１，４０］。当时受计算资源所限，这些模拟受到很大

的限制；另外由于缺乏相应的野外观测仪器，模型也

无法验证。一种代替水底反射率为常数的方法是使

用一维分析方法参数化海草冠层来解决水体辐射传

输问题［４２］，同样，这种方法也无法对模型进行验证。

Ｍｏｂｌｅｙ等［４３］基于水底朗伯体假设，进行了水体辐射

传输模型之间的比较，不同的数值模型的模拟结果

是一致的，但都没有进行模型的实际验证。后来，

Ｍａｒｉｔｏｒｅｎａ等［４０］采用二流近似的方法，建立了一维

辐照度反射比模型，将水面上行辐照度分解为水柱

与水底两部分的贡献和，并与野外测量进行了比较。

此后，水体内部光场的测量成为可能，高精度辐射传

输模型也得到了发展［３９］，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但水底反射的方向性一直被忽略。后来，Ｌｅｅ
等［１１，１２］在 Ｈｙｄｒｏｌｉｇｈｔ模型的支持下，以准单次散射
理论为基础，发展了 Ｍａｒｉｔｏｒｅｎａ等的解析表达式，得
到了星下点光学浅水遥感反射比模型。Ａｌｂｅｒｔ
等［４４，４５］发展了针对二类水体光学深水与光学浅水

区的辐照度反射比与遥感反射比分析模型，取得了

良好的应用效果。

水体光场取决于水体光学特性与外部光照条

件，通常用辐射传输过程描述。在二流近似的基础

上，辐射传输方程存在解析解。在二流近似中，假设

水体光场为漫反射，因此可用上行辐照度 Ｅｕ（λ，Ｚ）
与下行辐照度Ｅｄ（λ，Ｚ）加以描述

［７］，

ｄＥｄ＝（－ａＥｄ－ｂｂＥｄ＋ｂｂＥｕ）ｄＺ

－ｄＥｕ＝（－ａＥｕ－ｂｂＥｕ＋ｂｂＥｄ）ｄ{ Ｚ
（２）

　　纵坐标规定为垂直向下，在水面水深 Ｚ＝０，在
水底Ｚ＝Ｈ，假设水体均一，各向同性。

给定边界条件，耦合的差分方程组（２）可以求
解。其中，边界条件为，

Ｅｄ（λ，０）＝Ｅｄ０
Ｅｕ（λ，Ｈ）＝Ｒｂ（λ）Ｅｄ（λ，Ｈ{ ）

（３）

　　其中，Ｒｂ（λ）为水底的漫反射率。利用边界条
件（３）可求得耦合的差分方程组（２）的解为，

Ｅｄ＝Ｅｄ０
１－ＲｗＲｂ＋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ｘｐ［－２Ｋ（Ｈ－Ｚ）］
１－ＲｗＲｂ＋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ｘｐ（－２ＫＨ{ }）
ｅ－ＫＺ

Ｅｕ＝Ｅｄ０
Ｒｗ（１－ＲｗＲｂ）＋ Ｒｂ－Ｒ( )

ｗ ｅｘｐ［－２Ｋ（Ｈ－Ｚ）］
１－ＲｗＲｂ＋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ｘｐ（－２ＫＨ{ }）
ｅ









 －ＫＺ

（４）
水柱辐照度漫反射比为：

Ｒ（λ，Ｚｘ）＝
Ｅｕ（λ，Ｚ）
Ｅｄ（λ，Ｚ）

＝ 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
－２Ｋ（Ｈ－Ｚ）

１－ＲｗＲ
[ ]{ }

ｂ

／

１＋ 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

－２Ｋ（Ｈ－Ｚ）

１－ＲｗＲ
[ ]{ }

ｂ

（５）

　　式（５）可描述水体深度与漫反射比之间的关
系。刚好处于水面以下（或称为次表层）的辐照度

反射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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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λ，０－）＝
Ｒｗ １－ＲｗＲ( )

ｂ ＋ Ｒｂ－Ｒ( )
ｗ ｅ

－２ＫＨ

１－ＲｗＲ( )
ｂ ＋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
－２ＫＨ （６）

实际应用时，可将此表达式进行适当简化，考虑

到通常Ｒｗ ＜０．１，Ｒｂ≤０．５，所以，ＲｗＲｂ＝１，１－
ＲｗＲｂ≈１，根据该近似，上式可简化为

［４６］：

Ｒ（λ，０－）≈Ｒｗ＋ Ｒｂ－Ｒ( )
ｗ ｅ

－２ＫＨ （７）
　　即次表层的反射比可表示为以上两项之和，其
中第一项为光学深水柱的辐照度漫反射比；第二项

表达式刻画了水底光学的影响。水底的影响随深

度、漫衰减系数的增加而呈负指数的形式减小，随水

底漫反射率的减小而减小。

这里简单地统一用 Ｋ表示下行光漫射衰减系
数Ｋｄ与上行光漫衰减系数Ｋｕ的平均值，即，２Ｋ＝Ｋｄ
＋Ｋｕ，Ｋ通常认为是“有效”衰减系数

［４０］，通常 Ｋｄ
与Ｋｕ并不相等

［３１］，对于混浊的二类水体，Ｋｄ比 Ｋｕ
约大一个数量级［２］。若对 Ｋｄ与 Ｋｕ加以区分时，式
（７）变为：
Ｒ（λ，０－）≈Ｒｗ １－ｅ－（Ｋｄ＋Ｋｕ）[ ]Ｈ ＋Ｒｂｅ

－（Ｋｄ＋Ｋｕ）Ｈ （８）

当已知水底的底质类型与反射率光谱 Ｒｂ（λ）
与水面实测的或基于遥感图像大气校正后得到的

Ｒ（λ，０－），通过海洋光学浮标或类似的水体辐照
度辐亮度剖面测量仪测量并计算得到水体下行漫射

衰减系数Ｋｄ与上行衰减系数 Ｋｕ，以求得水柱的贡
献Ｒｗ（λ），从而实现水底反射贡献与离水辐亮度之
间的去耦合，最终达到校正水底反射效应的目的。

７　结论与展望
开展光学浅水底质反射效应的校正研究对于二

类水体水质遥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在水

体组分浓度反演区域性模型方面的研究中已取得了

许多进展，但是，光学浅水的水体光场特征和水体信

息与水底信息的耦合效应研究程度严重不足，已成

为制约水质遥感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课题。

尽管光学深水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可借鉴于光学

浅水的研究，但光学浅水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了

彻底地理解光学浅水光场特征及对水面反射光谱的

影响，必须研发新型测量工具与方法，实地获取底部

光学特性参数，充分考虑到底部特征复杂分布与几

何结构等因素，才能有效地达到校正水底反射效应，

实现光学浅水水质参数的高精度反演。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ＡｃｋｌｅｓｏｎＳＧ．Ｌｉｇｈｔ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１）：３２３３２８．

［２］　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ｈｕ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周冠华．内陆水体光学特性模拟

与水质遥感反演研究［Ｄ］．北京：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

所，２００７．］

［３］　ＩＯＣＣ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Ｏｐ

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ａｔｅｒｓ［Ｒ］．ＳａｔｈｙｅｎｄｒａｎａｔｈＳ，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Ｎｏ．３，ＩＯＣＣＧ，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０．

［４］　ＣａｒｄｅｒＫＬ，ＳｔｅｗａｒｄＲＧ，ＰａｕｌＪ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ｌｏ

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８６，３１

（２）：４０３４１３．

［５］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ＭＫ，ＤａｖｉｓＣＯ，ＲｈｅａＷＪ，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ｃｈｌｏｒｏ

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ｏｆＬａｋｅＴａｈｏｅｕｓｉｎｇＡＶＩＲＩＳｄａｔａ

［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４４（２／３）：２１７２３０．

［６］　ＬｅｅＺＰ．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Ｏｃ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Ｐｅ

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９９４：１６０．

［７］　ＯｈｄｅＴ，Ｓｉｅｇｅｌ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ｕ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ｔｉｃＳｅａ［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２２（２／３）：２９７３１３．

［８］　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ＳｕｎｄｍａｎＬ，Ｚｈ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ｏｔｔｏｍ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Ｃ］．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

ＸＶ，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０．

［９］　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ＳｕｎｄｍａｎＬＫ．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ｏｔｔｏｍｓ

ｏｎ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ｓｌｏｐｉｎｇｂｏｔｔｏｍｓ［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１）：３２９３３６．

［１０］　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ＺｈａｎｇＨ，ＶｏｓｓＫＪ．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

ｂｏｔｔｏｍｓｏｎ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３，４８（１）：３３７３４５．

［１１］　ＬｅｅＺＰ，ＣａｒｄｅｒＫＬ，ＭｏｂｅｌｙＣＤ，ｅ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１．Ａｓｅｍｉａｎａｌｙ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９８，３７：６３２９６３３８．

［１２］　ＬｅｅＺＰ，ＣａｒｄｅｒＫＬ，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ｅ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２Ｄｅｒｉｖｉｎｇｂｏｔｔｏｍｄｅｐｔｈ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ｂ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９９，３８（１８）：

３８３１３８４３．

［１３］　ＫｉｒｋＪＴＯ．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９１７．

［１４］　ＲｅｎＪｉ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Ｊｉｎｐ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ｃａｓｅ２ｗａｔｅｒ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１７（３）：３６３３７１．［任敬萍，赵进平．二类水体水色遥感

的主要进展与发展前景［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７（３）：

３６３３７１．］

［１５］　ＹａｎｇＤｉｎｇｔｉ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ｅａｇｒａｓ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７，２６（４）：８２８６．

［杨顶田．海草的卫星遥感研究进展［Ｊ］．热带海洋学报，

２１６ 　　　　　　　　　　　　　　　　　地球科学进展　　　　　　　　　　　　　　　　　　　　第２６卷



２００７，２６（４）：８２８６．］

［１６］　ＹｕａｎＬ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Ｓｕｂ

ｍｅｒｇ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袁琳．大型沉水植物遥感监测研究［Ｄ］．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１７］　ＭａＲ，ＴａｎｇＪ，ＤａｉＪ．Ｂｉ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ｏｕ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７（１９）：４３０５

４３２８．

［１８］　ＳｍｉｔｈＲＣ，ＢｏｏｔｈＣＲ，ＳｔａｒＪ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ｂｉ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

ｆｉ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８４，２３（１６）：２７９１２７９７．

［１９］　ＭｕｅｌｌｅｒＪＬ，ＡｕｓｔｉｎＲＷ，ｅｄｓ．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ＳｅａＷ

ｉＦ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ＮＡＳ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１０４５６６［Ｒ］．

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ＭＤ，ＮＡＳＡＧｏｄｄａｒｄ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９２．

［２０］　ＨｏｏｋｅｒＳＢ，ＭａｒｉｔｏｒｅｎａＳ．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ａｄｉ

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１７（６）：８１１８３０．

［２１］　ＪａｆｆｅＪＳ，ＭｃｌｅａｎＪ，ＭｏｏｒｅＫＤ，ｅｔａｌ．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

ｇ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ｕｓ［Ｊ］．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１４（２）：

６４７５．

［２２］　ＭａｚｅｌＣＨ．Ｏｐ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Ｊ］．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１４

（３）：５４６３．

［２３］　ＨｏｌｄｅｎＨ，ＬｅＤｒｅｗＥ．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ｃｏｒ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８，２２（２）：１９０２２１．

［２４］　ＧｏｏｄｍａｎＪＡ，ＵｓｔｉｎＳ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ｇｒｏｕｎｄｔｒｕｔｈ［ＥＢ／ＯＬ］．ｆｔｐ：∥ｐｏｐｏ．ｊｐｌ．ｎａｓａ．

ｇｏｖ／ｐｕｂ／ｄｏｃ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０２＿ｄｏｃｓ／２００２＿Ｇｏｏｄｍａｎ＿ｗｅｂ．ｐｄｆ，

２００２．

［２５］　ＫａｒｐｏｕｚｌｉＥ，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Ｊ，ＰｌａｃｅＣＪ．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ｂｅｎｔｈ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ｒｉｂｅａｎ

［Ｊ］．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ｓ，２００４，２３（１）：１４１１５１．

［２６］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ＥＪ，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ＭＪ．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ｃｏｒａｌ，ａｌｇａｅ，ａｎｄｓａｎｄａｓｐ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Ｊ］．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８５（２）：３００３０８．

［２７］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ＥＪ，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ＭＪ，Ａｎｄｒéｆｏｕ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ｂｏｔｔｏｍｔｙｐｅ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８５

（２）：１５９１７３．

［２８］　Ｌｉ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刘志刚．热带滨海湿地遥感信息提取方法研

究［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２９］　ＢｏｓｔａｔｅｒＣ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ｉｎｗａｔｅ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ｂｏｔｔｏ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Ｊ］．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１９９７），１９９７，２（３／８）：８８１８８４．

［３０］　ＮｉｃｏｄｅｍｕｓＦＥ，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ＪＣ，ＨｓｉａＪＪ，ｅｔ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１９７７：５２．

［３１］　ＧｏｒｄｏｎＨＲ，ＢｒｏｗｎＯＢ．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ａｌｂｅｄｏ

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ｆｌａｔ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ｏｃｅａｎ［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７４，１３（９）：２１５３２１５９．

［３２］　ＶｏｓｓＫＪ，ＣｈａｐｉｎＡ，ＭｏｎｔｉＭ，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ＲＤＦ）ｏｆｓｕｒ

ｆａｃ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６１９７６２０６．

［３３］　ＶｏｓｓＫＪ，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ＳｕｎｄｍａｎＬ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ｕｐ

ｗ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１）：３６４３７３．

［３４］　ＺｈａｎｇＨ，ＶｏｓｓＫＪ，ＲｅｉｄＲＰ，ｅｔａ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ｏｆＬｅ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Ｉｓｌａｎｄ，

Ｂａｈａｍａ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３８０

３８９．

［３５］　ＺａｎｅｖｅｌｄＪＲＶ，Ｂｏｓｓ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ｏｄｅｌ［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３７４３７９．

［３６］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ＲＣ．Ａｂｉｏ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ｓｅａｇｒａｓｓｃａｎｏｐｉｅｓ［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

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３，４８（１）：５６８５８５．

［３７］　Ｊｅｒｌｏｖ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Ｏｐｔｉｃ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７６．

［３８］　ＫｉｒｋＪＴＯ．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９］　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４０］　ＭａｒｉｔｏｒｅｎａＳ，ＭｏｒｅｌＡ，ＧｅｎｔｉｌｉＢ．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

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ａｌｂｅｄｏ［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４，３９（７）：１６８９１７０３．

［４１］　ＰｌａｓｓＧＮ，ｋａｔｔａｗａｒＧＷ．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ｃｅ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１．Ｆｌｕｘｉｎ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７２，２（２）：１３９１４５．

［４２］　ＡｃｋｌｅｓｏｎＳＧ，ＫｌｅｍａｓＶ．Ｔｗｏｆｌｏｗ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ａｎｏｐｙｏｆ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ｓ［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８６，２５（７）：１１２９１１３６．

［４３］　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ＧｅｎｔｉｌｉＢ，ＧｏｒｄｏｎＨ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１９９３，３２（３６）：７４８４７５０４．

［４４］　ＡｌｂｅｒｔＡ，ＭｏｂｌｅｙＣＤ．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ｒｏｍ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ｒｒａ

ｄ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ｅｐ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ａｓｅ

ｗａｔｅｒｓ［Ｊ］．Ｏｐｔｉｃ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１（２２）：２８７３２８７９．

［４５］　ＡｌｂｅｒｔＡ，Ｇｅｇｅ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

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４００ａｎｄ８００ｎｍ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４５

（１０）：２３３１２３４３．

［４６］　ＡｕｓｔｉｎＲＷ．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ｆ．７４１０［Ｒ］．Ｓｃｒｉｐｐ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Ａ，ＵＳＡ，１９７４．

３１６第６期　　　　　　　　　　　　　　　周冠华：光学浅水遥感水底反射校正研究进展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ｔｉｌ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ｉｓ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ｂｅｏｐ
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ｈａ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ｉｔｔｌ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ａｂｏｖ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ｈｉｃｈｂｅｃａ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ｉｓ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ｌｉｇｈｔｔｏ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ａ
ｌａｒｇ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ｇｈｔ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ｗ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ｒｇｙａｒｅａｂｓｏｒｂｅｄ，ｒｅｆｌｅｃ
ｔ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ｏｒｒｅｅｍｉｔｔｅｄａｓ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ｏ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ｇｈｔｆｉｅｌｄ
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ｔｔｅｒ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ｌ
ｕｍ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ｏｗ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Ｔｈｏｕｇｈｍ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ａ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ｓ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ａｎ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ｓ，ｗｈｅｎｗａｔｅｒｂｏｔｔ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ｈｏｗｌｉｇｈｔｉ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ｔｔｏｍ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ＲＤＦ）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ｅｔｃ．）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ｓ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ｗｏｒｋｔｏｄｏ，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Ｎｅｗｉｎｓｉｔｕ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ｌｌｙｔｏ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ｅｎｔｈ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ｂｏｔｔｏｍｔｏｄｅｒｉｖ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ｂｏｔｔｏｍｄｅｐｔｈｏｒｂｏｔｔｏ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ｍａｇｎｉ
ｔｕｄｅａｎｄ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ａ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ＲＤＦ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Ｉｆｔｈｅｂｏｔ
ｔｏｍｉｓ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ｏｒｐａｔｃｈｙ，ｏｒｎｏ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ｔｈ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ｉｓ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３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ｉ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ｏｔｔｏｍｅｆｆｅｃｔ．

４１６ 　　　　　　　　　　　　　　　　　地球科学进展　　　　　　　　　　　　　　　　　　　　第２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