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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生态环境的监测与管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

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遥感技术以卫星、航空遥感

技术为基础，能够对环境进行动态化地监测，对环境质量

进行监督，从而避免生态环境污染加重。本文首先针对遥

感技术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

应用的优越性，最后探讨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具

体应用及其应用流程。

在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中，环境监测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自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被应用之后，传统

监测方式得到改进，可以对时间与空间进行转移。最终可

以使监测质量得到提高，而且工作效率也提升很多。在目

前的发展大环境下，遥感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一、地籍单元的划分与类模型提取

基于高分卫星专项工程的商业化数据服务，其本质意

义是让国内普通企业可以充分享受到卫星航天工程的数据

成果。当前高分卫星资源分析系统中，已经推出了商业化

应用，使农民可以每年只花费数十元，就可以对农田的含

水量、预计产量、病虫害发生概率进行详细统计。该研究

在针对高分卫星资源分析的深度研究中，探求一种分析性

能更佳的地籍单元分析模式，使基于复杂神经网络的高分

卫星数据分析系统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分析功能。

因为卫星视场为交叉重叠的带状视场，而大部分被分

析地区属于面状区域，所以，在任何卫星遥感数据的处理

中，利用卫星视场拼接被分析区域均属于首要工作。同时，

在相关分析中，即便在单一卫星视场区域内进行分析，也

需要对地籍单元进行细化分析，以获得足够精确的机器学

习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根据被分析地区的区域坐标，在卫星视场数

据中选择所有相关视场资料，对视场资料进行拼接，最终

形成被分析区域的原始数据图像集。根据市场的四至极点

构建矩形区域，使用四分法对区域进行逐层划分，直至最

终地籍单元的像素数量在神经网络的可控制范围内。本文

研究中，选择的地籍单元数量最终为 F（x，y）={m×n}，

maxx=m<25，maxy=n<25 的地籍单元。使用神经网络对地籍

单元资料进行评价，最终找到边缘地籍单元并确定地籍单

元的属性。将边缘地籍单元进行连线，最终形成加权叠加

输出结果 [1]。

二、遥感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监测中的优越性分析

遥感技术是一种探测技术，它的综合性要求较高。在

实际应用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要优势是检测的范围较大、

工作效率较高、技术先进、工作方式手段较多等。

2.1 相较于传统方式，其感测的范围较大

生态环境的监测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如果需要感测范

围大，并且综合性强，那么遥感技术就适合这种场合。遥

感技术的主要原理是借助飞机或者是卫星进行一些航空相

片或卫星图像的拍摄。这种拍摄方式所观察到的视域范围

是人为观察所不能实现的。不仅如此，该技术还可以针对

宏观环境进行研究，从而使环境监测工作具有立体化建设

的导向，使环境监测的范围更广，立体性更强。

2.2 获取的信息量较广，工作效率较高

遥感技术获取的信息量较广，而且其工作效率比较高。

跟传统的监测方式不同的是，该技术使用了先进的飞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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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掌握的环境图像和数据资料更全面，能够大大促进环

境进程工作的工作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该技术可以借

助电子光学仪器或者是计算机进行图像和数据信息的传道

和接收，使监测工作实现现代化。鉴于此，可以为以后的

环境数据模型构建打下更好的基础 [2]。

2.3 技术先进，工作方式手段较多，具有动态性

在当今时代，我国的生态环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通

过遥感技术，就可以针对这种动态变化进行及时监测。通

过遥感技术，不仅仅可以获得可见光波段的信息，还可以

有效的获得紫外、红外等波段的信息。除此之外，其工作

方式手段也较多，甚至可以通过扫描方式来获取环境进行。

最后，其更新数据和图像信息的速度很快，能够动态把握

环境的改变。

三、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具体应用

3.1 遥感技术在水环境监测应用

在生态环境中，水环境的变化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特

征。所以，就水环境生态监测而言，其要求是较高的。借

助遥感设备，依托遥感技术的支持，可以掌握水环境生态

监测数据的真实和全面数据信息，从而了解真实的水环境

状态，为以后的水环境保护做好前期监测工作。比如，当

水体出现色度上升、浊度上升的时候，在遥感设备的监测

下，可以监测到水体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状况，以及针对水

体中的溶解氧含量进行测量。扩大遥感监测范围、红外线

光谱等方式，可以了解到水体中有机物含量，从而及时采

取净化处理措施。

遥感技术在水环境监测应用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无人

机搭载多光谱成像仪等机械设备设备，针对水环境实际情

况进行监测，获得多光谱图像数据信息。这样，我们就可

以从宏观的视角对水环境进行监测。针对一些水域面积较

小的水体，或者污染类型较为复杂的水体，使用遥感技术

往往能够起到较好的监测效果 [3]。

通过实践可知，借助遥感技术，针对水质富营养化

和水体的透明度、水体污染程度都可以进行监测，而且地

表水环境监测数据比一般的监测技术要更准确。当水体被

污染之后，反射光谱就会在遥感影象色调上展现出来。然

后通过图像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灰度值，与正常的灰度值进

行比较，可发现其差异。通过遥感卫星数据进行分析，可

知水体的色彩灰度值、污染程度与水质的污染程度是可以

一一对应的。因为如果水质污染越严重，那么水体颜色越

暗。然后利用遥感成像数据灰度值、水质监测结果，可以

构建回归分析评析模型分析评析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

分析水体的污染情况。

3.2 遥感技术在大气环境监测应用

在大气环境监测中，可以针对多种吸收光谱的气体成

分进行监测，比如二氧化碳、甲烷、臭氧、二噁英等气体

等。然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吸收光谱的特征，进行针

对性地监测，根据其扩散情况，发现污染物来源，从而方

便后续的大气污染治理。在大气环境监测中，污染物的监

测工作是非常关键的。了解太阳光谱的被吸收情况，从而

明确大气污染物的含量，使工作人员能够更快地找到大气

污染物的来源，帮助后续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 [4]。

3.3 遥感技术在土地环境监测应用

土地生态环境的监测如果仅仅是通过直接得到数据，

往往会导致数据不够准确或全面。为了解决此弊端，可以

针对地表的植被的生长情况、覆盖率大小和开垦情况等多

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更为准确地了解生态环境的质

量情况。在乡镇地区，使用遥感技术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因为在城区，人工建筑和道路对土壤的影响较大，所以分

析和评估土地的生态环境要更为复杂一些。通过遥感技术，

如果发现某地区的植被量下降幅度很大，开垦速度也增加，

那么就需要考虑人为破坏的情况，从而方便后续的土壤治

理工作的开展。

四、结束语

神经网络深度迭代回归数据挖掘分析方法，是在不完

备数据条件下实现高精度数据分析的大数据解决方案。通

过该方案可以充分利用不完备数据条件，如成像精度每像

素点覆盖 0.8m×0.8m 范围的高分卫星图像数据，对其进行

逐像素点的地籍单元模块深度迭代回归分析，可以实现平

均精度达到 ±186.3mm 的地籍边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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