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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遥感技术原理与应用》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的内容结构 

遥感物理基础、技术系统、平台类型等基础部分               约占 15% 
遥感成像原理与遥感图象特征                               约占 35% 

    遥感图象图像处理与解译、制图                             约占 35% 
    遥感技术应用                                             约占 15% 
四、试卷的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约占 15% 
选择题                            约占 10% 
填空                             约占 10% 
简答题                            约占 30% 
计算题                            约占 15% 
综合题                            约占 20% 

第二部分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遥感概述 
  考试内容 
  遥感基本概念、遥感技术系统、遥感技术分类、遥感技术的发展史、遥感技术及其

应用的发展趋势。包括遥感定义、遥感信息科学的学科构成、遥感的主要技术特点、遥

感技术系统的主要构成及遥感技术系统中信息获取、传输与接收、图像处理、信息提取、

遥感过程及遥感应用概况。 
  考试要求 
  1. 理解并掌握遥感的基本概念、特点、类型，了解遥感过程及其技术系统； 
  了解遥感的发展与前景。 
  2. 理解遥感信息科学的学科构成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理解遥感学科在空间信息

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学科特点。 
  3. 理解遥感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技术应用优势。 
 二、 遥感物理基础 
  考试内容 
  遥感物理基础中的电磁波和电磁波谱的概念，太阳辐射和地球辐射特征，近红外辐

射特性、热红外辐射特性、黑体辐射定律、光波的反射、散射、透 射、吸收，大气对

电磁波辐射传输的影响与大气窗口，地物反射波谱特征与测量、典型地物（植被、土壤、

水、岩石等）的波谱特征，色度学基础与彩色合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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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要求 
  1.理解并掌握电磁波、电磁波谱及电磁辐射定律等基本概念与专业术语； 
  2.理解并掌握太阳辐射及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影响； 
  3.理解并掌握地球辐射与地物波谱； 
  4.掌握反射率及反射波谱等基本概念，掌握常见地物反射波谱特征，理解环境对地

物光谱特性的影响。 
  5.理解并掌握色度学基础知识，掌握遥感图像的彩色合成原理及应用意义。 
  三、 遥感成像原理与遥感图像特征 
  考试内容 
  遥感平台类型、航空遥感平台、航天遥感平台、摄影成像与中心投影、多波段扫描

成像、热红外成像原理、微波成像原理、激光雷达成像原理、数码成像原理、遥感图像

的光谱特性及其成像几何特征、常用卫星遥感图像（TM、ETM+、SPOT、CBERS、MODIS
等）的基本技术参数和各波段的主要应用范围、遥感图像的分辨率概念及其特征（空间

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辐射分辨率）。 
  考试要求 
  1.   理解遥感平台分类知识，掌握各类遥感平台的运载工具运行特性及其成像原理； 
  2.   理解并掌握可见光航空摄影遥感及中心投影成像基本原理，掌握中心投影图像

的基本几何特性及其图像立体观察和测量方法； 
  3.   理解并掌握多波段扫描成像、热红外成像原理及其图像的光谱特性，了解高光

谱遥感图像及其地学应用的图像信息优势； 
四：遥感平台 
考试内容 
航空像片的种类、摄影要求、中心投影概念、航空像片的几何特性、成像规律 
航天遥感平台、多波段扫描成像、、常用卫星遥感图像（TM、ETM+、SPOT、CBERS、

MODIS 等）的基本技术参数和各波段的主要应用范围、遥感图像的分辨率概念及其特

征（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辐射分辨率）。 
考试要求 
1、理解中心投影规律 
2、掌握中心投影的几何成像的特征； 
3、掌握航空像片地形起伏和像片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 
5、理解并掌握微波遥感成像原理及其图像特性，了解航空雷达遥感、航天雷达遥感的

技术特点及其区别，雷达图像的分辨率特性； 
6、了解目前常用的卫星遥感图像的传感器及其主要技术参数和各波段的主要应用范围； 
7、 了解激光雷达（Lidar）遥感图像的特征，激光雷达遥感的测高原理及其在三维成像

中的应用； 
8、 掌握遥感图像分辨率的类型及各自的几何、物理特性，遥感图像分辨率在地学应用

中的意义； 
9、了解现代卫星遥感高分辨率图像的成像原理、图像特征、应用优势 
五、 微波遥感 
考试内容 

微波遥感的概念，微波传感器的特点、侧视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它们的几何特点

和信息特点以及在解译影像时与可见光近红外影像的区别。 
考试要求 
  1、理解微波成像的原理 
  2、理解并掌握微波成像中的距离和方位分辨率 
  3、理解微波成像的各种图像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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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遥感图像数字处理 
  考试内容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数字图像的预处理、图像几何变形及几何纠正、遥

感图像辐射传输方程、遥感图像辐射纠正、常用大气校正的方法、图像增强处理、点域

增强处理、空间增强处理、多光谱图像代数运算、图像变换、傅立叶变换、K-L 变换、

K-T 变换、遥感图像数据融合处理及应用、图像信息提取、图像分类、遥感图像与地理

信息的融合处理、栅格数据与矢量数据的数字处理特点。 
  考试要求 
  1、 理解并掌握数字图像的基本概念、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应用； 
  2、 理解遥感图像中的误差来源、几何误差与辐射误差、图像预处理的基本任务、

目标与常用处理方法； 
  3、 理解遥感图像的大气纠正原理及其常用方法； 
  4、 理解遥感图像的几何纠正原理与常用方法，几何纠正中的灰度重采样方法及各

自的优缺点； 
  5、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增强处理的数学原理与常用方法，点域处理常用算法及其

处理效果、空间域处理常用算法及其处理效果、多光谱图像代数运算的常用算法及其处

理效果、频谱域处理常用算法及其处理效果； 
  6、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变化处理原理及其常用方法、遥感图像的傅立叶变换原理

及应用、多光谱图像的降维处理算法及应用、K-L 变换和 K-T 变换的数学原理及其应用、

遥感图像的彩色变换处理及其常用方法； 
  7、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数据融合算法及其应用方法、掌握常用的多卫星遥感平台

图像数据融合处理方法，ETM 与 SPOT 图像的数据融合处理方法、全色光高分辨率图

像与多波段图像的数据处理融合、遥感图像与地理数据的融合处理方法、地学多元数据

与遥感图像数据融合处理方法；  
七 遥感图象的目视解译与制图 
  考试内容 
  遥感图像目视解译原理、遥感图像的地学信息认知过程、目视解译方法及步骤、遥

感图像地学解译标志、遥感图像地学解译标志的基本类型、解译标志的可变性和局限性 
  考试要求 
  1.   理解遥感图像目视解译的基本原理，掌握目视解译及计算机解译（图像理解）

的基本概念与相互关系；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识别的基本内容、图像识别色调、形态、

位态、时态要素类型，理解遥感图像地学解译中的时间、地点、目标、变化 4 个基本问

题； 
  2.   理解并掌握地理目标的尺度与像元尺度的比例关系，要求掌握像元尺度变化对

地学目标识别的影响因素； 
  3.   了解遥感图像地学解译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包括位置不确定性、属性不确定性、

时域不确定性、 “同物异谱”和“同谱异物”现象产生的不确定性、空间聚类中的不确定性、

由混合像元现象产生的不确定性等； 
  4.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地学信息的认知过程及其基本知识； 
  5.   理解并掌握遥感影像目视解译方法及步骤，了解直接解译发及间接解译法的图

像信息差异性，掌握对比分析法、信息复合法、综合推理法、相关分析法的基本知识； 
  6.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解译标志的基本知识和建立图像解译标志的方法步骤； 
  7.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地学解译标志的基本类型，掌握图像图像色调、形态、阴

影、地貌、纹理、植被、土壤、水系、水文、人类活动遗迹等基本标志信息及其图像识

别特征； 
8.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地学解译标志的可变性和局限性，理解产生其可变性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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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的地理环境因素。 
八  遥感数字图像计算机解译 

考试内容 
遥感图像计算机解译、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聚类分析 
考试要求   

 1、 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分类原理与处理方法、非监督分类处理方法、监督分类处理

方法、非监督与监督分类方法的结合处理； 
2、了解遥感图像信息提取的基本知识与常用处理方法，了解并掌握遥感图像地学专

题信息提取的常用方法。 
九、遥感的应用 
  不同专业及学校在遥感概论课程中对地学遥感应用的教学大纲及其要点存在较大

的区别。地学遥感涉及的基本内容也较复杂。本复习大纲对这一章的 考试内容及要求

的基本范围包括地貌遥感、土壤遥感、植被遥感、水资源及水环境遥感、土地资源遥感

及城市地理遥感的基础理论、解译内容和方法技术。考虑到地 质遥感部分的复杂性及

其专业的特点，本考试大纲不包含这部分内容。 
  考试内容 
  土壤遥感：土壤解译标志、遥感影像土壤解译方法； 
  植被遥感：植物的光谱特征、植被指数与植被覆盖信息提取； 
  水资源及水环境遥感：水体的光谱特征、地表水体解译标志、水资源遥感方法、水

环境遥感方法； 
  土地资源遥感：土地资源概述、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图像标志、土地利用遥感调查方

法、土地退化遥感调查方法、土地资源评价； 
  城市地理遥感：城市遥感概述、城市地质遥感、城市环境遥感、大比例尺城市遥感

调查； 
  考试要求 
  1.了解地理遥感（资源环境遥感）的基本原理及其常用方法； 
  2.了解并掌握地貌遥感的图像解译标志及解译方法； 
  3.了解并掌握水体的光谱特性及其图像解译标志，掌握地表水体信息的图像信息提

取方法，区域水体分布的遥感解译及制图方法； 
  4.了解水体环境遥感的基本原理，水质的多光谱遥感方法，水体污染的图像识别及

信息提取方法； 
  5.了解并掌握植被光谱信息特征及其遥感原理，植被的图像解译标志与识别方法，

植被指数及其信息提取方法； 
  6. 了解并掌握利用类型及其图像解译标志，了解土资源遥感调查及制图方法；了解

土地退化的常见类型及其图像识别方法； 
  7. 了解并掌握城市地理遥感的基本内容和城市大比例尺遥感调查方法；城市遥感在

现代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技术及其意义； 
十、遥感前沿技术 
考试内容 
激光雷达、高光谱遥感、极化干涉微波遥感、无人机遥感等。 
 
考试要求 
1、了解激光雷达的基本原理和模式（点云数据、波形数据等），行业应用情况； 
2、了解高光谱遥感的基本原理、主要的数据源、数据的降维方法和特征提取技术； 
3、了解微波遥感的前沿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 
4、了解无人机的遥感数据获取、处理、应用的特点（优势、不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