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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遥感科学的顶峰攀登
.

记李小文博士及他的课题组

朱重光 盯

(中国科学院遥感所
,

北京 1 0 0 10 1 )

气硬
、

车甲悄,

1 9 9 0年 7月 24 日
,

在美国波士顿城
, “
国际劳力士 ( R O L E x ) 雄心壮志奖

”

的桂冠首次

戴在中国学者头上
,

获此殊荣的是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李小文博士
。 “

国际劳力士雄

心壮志奖
”

被公认为除诺贝尔奖外的世界级奖励
,

每五年评选一次
,

专门奖励世界各国有重

大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家
。

李小文博士多年来在美国从事空间对地遥感信号分析和反演模型研究
,

其成就蜚声海外
,

他及其导师 A
.

H
.

tS
r
ha le r

教授发展的地物二向性反射几何光学模型
。

被国际遥感界评为 80

年代国际遥感的三大主要贡献之一
。

李小文及其研究小组获奖的成果名为
“

大熊猫主食— 箭竹的遥感测量与生态监测
” ,

是

一项拯救濒危
、

珍稀动物大熊猫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
,

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支持
。

大熊猫的主食箭竹分布在高大的针叶林之下
,

对箭竹长势的监测
,

直接关系到大熊猫的

生存
。

用传统的方法从未获得箭竹长势的定量指标
,

更谈不上对大熊猫栖息区的适宜环境的

重新安置
。

80 年代中期
,

陕
、

甘
、

川三省交界处的几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箭竹都因大面积

开花而成片枯死
,

稀世珍宝的大熊猫面临饿死的灭顶之灾
。

这一事件强烈地震撼着李小文和

他的同事们
。

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航空和航天遥感探测技术寻找新的箭竹分布区和

监测箭竹的生态环境变化呢 ? 李小文邀集同室的朱重光研究员
,

北师大朱启疆教授和四川林

科院组成研究集体
,

以
“

不连续植被的遥感分析模型
”

为题并作为中美国际科学合作研究项

目
,

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宇航

局基金资助
,

经通力合作
,

该项目很快取得成果
, 19 8 8 年在国际权威遥感刊物 IE E E 《地球科

学和遥感集刊 》 发表了
“

不连续植被冠层的间隙率模型
”

论文
,

解决了森林覆盖下 目标探测

的理论问题
,

引起美国军界和民用部门的极大重视
。

李小文和他的小组为使业已建立的空间对地观测的植被间隙率模型能更好地适用于我国

四川王朗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

又在他建立的模型中加入树干
、

地形影响因子
,

并实测多林分

的森林间隙率
,

用以检验模型的实用价值
。

当这项成果在美国宇航局 ( N A s A ) 召开的遥感项

目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后
,

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

美国宇航局批准其航天飞机 sI R一 C 雷达成像

计划中以大熊猫栖息区的王朗附近地区作为中方提议的第一优先成像区
。

接着
,

李小文又与他的合作者提出了更新的课题
“

地物结构特征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

的几何光学模型
” ,

开辟了地物方向谱研究的新领域
。

李小文指出
: “

遥感地物二向性反射研

究
,

是 目前国际遥感科学的前沿课题
,

在林业
、

农业
、

全球变化
,

气候预报模型等方面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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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潜在应用
。 ”

美国对这项研究十分重视
,

N A S A 遥感科学基金和地球观测系统 (E 0 5) 给予

该项 目大力支持
,

仅 N A S A 就和 A
.

H
.

S tr ha ler
、

李小文等签约
,

十年总经费达 9 40 万美元
。

李小文认为我国虽然拿不出太多的经费支持这项研究
,

但我国科学家数理基础
、

地学基

础知识扎实
,

只要很好地组织
,

发挥自己的长处
,

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

我们有能力在地物

二向性反射研究中争取到一定的国际地位的
。

在研究集体中朱启疆教授具有扎实的地学基础

知识和丰富的遥感应用的实践经验
,

他负责二向性反射的室内和室外的观测工作
,

曾四次去

四川王朗地区观测
,

了解箭竹的生长规律和测量出我国自己的有科学价值的数据
,

对针叶林

冷杉抽样和多林分的模型理论计算
,

其结果和实际观测结果相差只有 1 %
,

有力地验证了李小

文
一

st r ha le : 二向性反射几何光学模型的正确性
。

这一结果受到美国
、

加拿大
、

法国
、

苏联等二

向性反射国际联测委员会的高度赞赏
。

为了推动李小文二向性反射模型发展
,

朱教授提出并

得到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

森林与作物冠层二向性反射的建模研究
”

课题
,

为完善

二向性反射模型作出了宝贵贡献
。

与此同时
,

在李小文博士指导下
,

遥感所王锦地等人在二

向性反射模型基础上采用反投影法
,

经过间隙率反演
,

得出了树形断层成像和定量重构的结

果
。

这一结果在 1 9 9 2 年 IE E E 地球科学国际遥感会议上宣读时
,

引起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国

际知名学者的极大兴趣和赞赏
,

一致认为这一成果是国际遥感领域一次带头性研究
,

也是二

向性反射模型从理论研究走向应用的重要步骤
。

为此
,

美国宇航局将这一方法纳入 E o s 的应

用项 目中
,

并提供专项基金支持
。

李小文博士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
,

向世界推荐中国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

当美国宇航

局哥达德飞行中心负责 E O S 计划的航空多角度成像光谱系统 A s A s 部主任
,

正在为 A s sA 多

角度影像配准问题一筹莫展时
,

李小文博士便向这位负责人推荐遥感所朱重光研究员及其几

何配准研究的成果
,

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
,

他确信中国能够胜任这一难度很大的技术关键问

题
。

朱重光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

已初步完成
“

自适应几何变换方法及软件系统

研究
”

课题
,

并根据 A s A s 影像的特点
,

独创性地提出变域自适应几何配准方法
。

试验和处理

结果表明
:

采用局部变域的二维纠正配准可代替三维的纠正配准并具有同等配准精度
,

但解

决了用三维方法无法取得初始 PT M 信息的间题
,

完全满足了 E o s 计划中 A S A s 数据配准要

求
,

受到哥达德飞行中心负责人的高度赞誉
。

李小文及其课题组近年来在几何光学模型的基

础上吸收辐射传递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模型的优点
,

建立统一的综合性一体化模型
,

由李小文
,

朱启疆
、

朱重光负责提出的
“

地面 目标二向性反射分布特征研究
” ,

已被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

批准为重点基金项 目
,

于 19 9 4 年开始起动
,

我们坚信
,

在向国际遥感科学项峰的崎岖的路上
,

不畏劳苦和险阻
,

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峰
,

为世界的和平和科学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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