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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的多角度偏振波谱特性及其在水色遥感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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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洁水体光谱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比较低，其光谱特征不明显，在光学遥感图像上水体一般都
表现为暗色调，造成了利用光谱学手段进行水体遥感识别和水质参数反演的困难。在研究水体的偏振波谱时作者
发现，在对水体进行多角度观测时，水体在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的偏振度波谱值要远大于其无偏的反射率，表现
在图像上即水体的偏振度图像的亮度要远大于其强度图像的亮度，文章对这种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物理学解释，并

利用法国PARASOL多角度偏振卫星遥感图像数据对这个规律进行了验证。该文首次揭示了利用多角度偏振遥感
进行水体探测的优势，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在利用光学遥感进行水体探测时反射率低的难题，大大提高水体的遥感
识别能力和水质参数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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