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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马　蕊

菏泽市牡丹区自然资源局山东 菏泽 274006

摘　要：卫星遥感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范围较广，具有科学性、综合性和实时性。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可以为地球土地资源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可以提供动态监测、数据监测等服务，是国土资源研究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本文将重点介绍卫星遥感影像在土地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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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卫星遥感影像，就是卫星遥感技术根据地球物体

反射的电磁波的差异而呈现的物体形状图像和方位。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遥控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信息系统得到

了有机结合，各方面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数据收集

能力和速度大大提高，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也提高了遥感技

术的应用，其在我国广泛应用于测绘、林业等领域。卫星遥

感技术可为国土资源调查工作提供基础数据监测、动态监测

等服务，已成为国土资源调查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

一、卫星遥感技术

卫星遥感技术在空间传感器中是最具使用性的技术之

一，其运用人造卫星作为平台，接收来自地球表面的不同的

物体发射而出的不同装套的电磁波，并且其能够按照电磁

波的特点以及电磁波的光谱数据进行地球物质的具体描述。

因此卫星遥感器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其充分的运用在生

活的各个领域，例如海洋、环境变化，气象监测等等，涵盖

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科学领域。并且卫星遥感技术还能够在气

象，农作物生长方面进行监测，其依靠卫星平台获取所需要

的细化的数据，并且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时的处理，反馈

到地面的接受平台，地面的接收平台将接收的数学化数据与

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结合，从而形成客观目标的基础。此类数

据具有非常显著的特点，若视野广泛，数据采集的速度非常

快以及覆盖广等等特点，因此可以看出卫星遥感技术的使用

能够促进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

二、卫星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调查中的主要运行原理

当下的卫星遥感技术是由多个技术组织而成的，这些

主要包括专用控制仪器、遥控技术控制平台和快速信号处理

等，这些技术之间相互协作，形成了卫星遥感技术，卫星遥

感技术可以收集基础技术信息，发送和处理信息。等待工作。

卫星遥感技术在收集到相应的信息后，会利用相应的设备发

射电磁波，对周围的物体进行详细的研究。要获取所有信息

内容，由于不同物体产生的电磁波是不同的，在电磁波研究

中，会详细分析不同的电磁波，以区分不同物体的不同性能，

将信息传输给卫星遥感器。其中又反映了各种对象。目前，

我国卫星遥感技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日趋成熟，利用人造卫星

可以对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可以准确定位，具有对客观物

体进行针对性控制的优势。控制传感器收集电磁波的变化。

情况，然后测量物体的稳定性，为初始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

类似的保证，并为后续工作铺平道路。在卫星测绘工作当猴

子那个，需要对客观物体的实际面积进行细化的掌握以及对

客观物体的地理位置进行实施掌握，并且细化的进行客观物

体的相应的变化情况，这种情况下卫星遥感技术则能够将其

优势进行充分的发挥，并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行全天侯

的细化观察，这也是文星遥感这一技术的主要技术特点，在

不需要人工的操作的基础上能够独自运行，可以处理人造卫

星，以确保自身状态的正常运行以及稳定性，将遥感技术的

使用效果充分的发挥。这样的技术能够对客观物体的进行细

化的扫描以及定位，并且还能为系统技术的稳定运行做出保

障，从而确保信息技术的完整性以及准确性。当下，在进行

测绘的空间中，卫星遥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可以运

用在石油勘测，国土面积的勘察以及铁路运行状况的勘察当

中，所以，纵观遥感技术的使用方面可以看出，遥感技术对

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并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通过长时间以来的遥感技术的运

行状况而言，其运行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卫星遥感影像的特点

卫星遥感技术的图像接收原理是卫星地球接收站接收

来自地球表面电磁波的反射信息，并对电磁波进行大量信息

和系统处理，最终形成一个具体状态图是地表信息的重要反

馈方法，用于准确识别关键数据信息，是需要卫星遥感技术

中的参数进行识别的，这几个参数为，空间分辨率、时间以

及光谱分辨率，通过这些参数就能够实现对于肉眼无法识别

的影像进行分辨，除去这几个关键性参数，还有一种能够通

过综合性表现出地球的物体在影像当汇总的各种物质的图

像，解释标志是卫星遥感技术广泛的在各个领域应用的主要

基础内容，此外，在卫星遥感技术中，其所观看的影像是具

有一定的差别性的，也就是说卫星遥感图像的亮度和颜色与

我们通常看到的效果图像有很大不同。它是地面物体反射太

阳能后，直接投射到卫星接收器上的图像。一般来说，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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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颜色越浅，越光滑越密，湿度越低，反射值越高，

亮度越低，颜色越淡；反之，如果地球物体颜色深、粗糙、

松散、潮湿，则其反射值会降低。形成的图像经过反射之后

其成像的亮度低，但是其成像的色调深。除了地球表面的一

些自然景观，地球上的大多数生物物体所称影像特点都介于

两者之间，它们在灰色和过渡中显得突出。此外，卫星遥感

图像还具有图像对比度特性，即图像相邻区域的亮度和颜色

差异。在卫星遥感图像中，图像对比度越大，越容易识别相

邻的地球物体。事实上，图像对比度最大的物体是水和冰，

水可以大大改善，吸收辐射能，而冰雪更能反射辐射能。这

种图像对比度可以帮助区分卫星图像中的物体，例如居民区

和水体之间的对比度比较大，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居民区

的位置。

四、遥感影像在国土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1. 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卫星遥感控制技术可以动态观察土地利用变化的功能，

而且其能够定期的进行那个土地的观测，从而直接的反映土

地利用情况，并且帮助了解土地的具体分布和土地的具体变

化情况，以及帮助人们了解土地的面积问题。面对重要的观

察地区，需要采用远程遥感监控手段进行监控，利用多种人

机翻译和分辨率卫星遥控技术，分析国家的土地实际运用情

况，同时掌握城市发展实时的土地调控过程和农业用地保护

方法。从而通过对于土地管理等措施的细化落实，为改善省

和国家土地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在对国土资源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可以将遥感影像

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它基于航空移除传感技术，确

保更详细的地球图像。依靠多种技术方法和平台获取遥感影

像，例如航空遥感器获取雷达和光学数据，可以综合分析当

前遥感图像；GPS 和 DEM 检查点差分改正技术的应用可以

实现提高正射影像精度。现在应该增加使用国产卫星遥感正

射影像。利用遥感影像自动提取与处理技术，将遥感正射影

像作为基础底图，以当前信息库为基础，建立影像功能数据

库和遥感影像解译标记，完成处理分析工作在计算机中。根

据当前数据库中的实际结果，对农业情况和土地调查结果进

行分类，便于预测行业实际情况。

3.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因为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位于世界两大地

震带，环太平洋以及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到板块的不断挤压，

地震断裂处十分活跃，因此在我国的某些省市地震灾害的发

生率还是较高的，也给我国居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伴

随着物质以及科技生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地震预测要求

也越来越高，因此就需要运用卫星遥感技术，从而实践对地

震的实时监测，进而达到实时预测地震数据，公布地震信息

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性，最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

4. 生态污染监测

我们还可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地球的生态污染。

首先利用卫星遥感技术，采集国家自然、植被、地表水等

相关数据，形成基础数据库，开展定期监测。如果国家某

一要素的地理分布发生异常变化，可以进行现场检查、分

析评估，如果确认为生态污染，则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治

理措施。在控制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实

时监测，了解及时控制的执行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进行调整和修正。

结束语：当下我国的土地资源研究当中，卫星遥感技

术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大方向，通过对于卫星遥感技术的运用

能够进行对于基础性数据的细化监测，从而提高国家对于土

地资源状况的实施掌控，但是卫星遥感技术仍然处于发展时

期，其功能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针对新一轮的国土

资源详解测量，是需要实施的进行卫星遥感技术的完善的，

从而实现土地资源与卫星遥感技术的有效结合，从而提高土

地调查水平，促进人们生活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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