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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结构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的

几何光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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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结构
,

地物方向谱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物体表面的反射具有方向性
,

这种方向性随入照的方向性而变化
,

即

二向性
。

二向性反射分布 ( B R D )F 是物体表面的固有特征
。

长期以来
,

人们幻想利用这种固

有特征 (即方向谱 ) 来增强对地遥感的能力
,

即多角度遥感
。

为此
,

近十余年来各国科学家

作了大量努力
,

取得了显著成果
,

其中包括著名的李
一

st ar hl er 几何光学模型 ( 1 9 8 6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地物结构与地物方 向谱之间关系的几何光学模型
”
在李

-

tS ar hl e :

几何光学模型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如下创新性进展
:

( 1) 建立不连续植被的间隙率模型
,

明确区分 了树冠间与树冠 内间隙率的概念
。

( 2) 首次比较严谨地描述了粗糙表面突起物之 间相互荫蔽现象及其在入照和观测两个方

向的相关
。

( 3) 在运用几何光学模型 ( G O ) 解决 了树冠承照面空间分布和植被内光程分布的基础上
,

运用辐射传输模型 ( R T ) 描述植被内光的一次散射和多次散射的过程
,

为充分利用 G O 与 R T

这两大流派在不同尺度上各自的优势
,

建立混合模型作出了开拓性工作
。

( 4) 与新一代传感器如美国 A S A S
,

法国 P O L D E R 同步
,

开发多角度 图像的几何配准算

法
。

( 5) 组织了室内模拟实验及野外 B R D F 的测量
,

并参加了果园结构测量的国际合作实验
,

进行了大量实地观测
,

发展了间隙率测量的实验技术
,

其中尤以树冠构造参数的断层重构为

我首创
。

该课题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美国宇航局遥感科学基金的部分支持
。

研究成果获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在本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

1 9 9 3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又设立重点项 目
“

地物 目标的二

向性反射分布特性研究
” ,

新增了滦城站的塔上测量点
,

设计了机载广角摄像的 B R D F 观测装

置
,

并继续完善多角度遥感影像的自动配准技术和树冠断层像等植被结构的间接测量技术
,

以

获取数据用于模型验证和反演
,

现 已开展了多角度遥感影像的大气校正研究
。

课题承担者还有美国波士顿大学 st ar hl e r
教授

,

北京师范大学朱启疆教授
,

中国科学院遥

感应用研究所朱重光
、

王锦地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金锡峰等教授
。

本文 于 1 9 9 5 年 4 月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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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浩主任会见日本学术

振兴会大崎仁理事长

1 9 9 5年 3 月 28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会见了应邀来访的 日本学术振

兴会理事长大崎仁先生一行 3 人
。

日本学术振兴会 (简称 SJ P )S 成立于 1 9 6 7年 9 月
,

隶属于 日本文部省
,

是 日本官方最大

的学术资助团体
,

1 9 94 年的经费已达 1 1 3
.

11 亿日元
。

SJ P S 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支持
、

培养科

研人才
,

资助
、

支持 日本国内的科研工作
,

促迸国际
、

国内各种形式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

其

工作性质
、

方式与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十分接近
。

日本学术振兴会不但资助 自然科学

的研究活动
,

同时也资助人文科学
。

长期以来
,

该会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结合
,

使

科研成果能够很快在企业中应用
。

他们还专门成立 了
“

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
” 、 “

综合研究联

络会议
”
和

“

研究开发专业委员会
”

等机构
,

促进这方面活动的开展
。

在会谈中双方均表示

了真诚的合作意愿
。

大崎仁理事长邀请张存浩主任在方便的时候访间日本
,

张存浩主任愉快

地接受了邀请
。

苛以预见
,

双方的合作必将为中日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产生积极的作用
。

现在
,

双方正在展开积极的事务级磋商
,

争取早 日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

合作
。

旧本学术振兴会的机关刊物 《学术月报 》 自 1 9 8 7 年起就与 《中国科学基金 》 建立了交

换关系
。

)

(合作局亚非处 王逸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