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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一号卫星 QUICK 和 FLAASH 大气
较正植被信息的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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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获取更为准确的地面植被信息，分别通过采用 ENVI的两种大气校正方法对国产资源一号卫星遥感数
据进行处理，比对两种不同方法处理后的同一地物的波谱及影像。首选 FLAASH大气较正是定量获取局部或全局
的较为真实的植被信息的精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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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Correction of the Veget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Ｒesources Satellite No． 1 QUICK and FLA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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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ground vegetation information，ENVI's two methods of atmos-
pheric correction were used to treat the sensing data of the Ｒesources Satellite No． 1． After comparing the
spectrum and image of the same object treated by two different methods，it was found that FLAASH atmos-
phere correction was a real effective method for local or global vegetation information．
Key words: Vegetation information，The Ｒesources Satellite No． 1，QUICK and FLAASH Atmospheric
Correction

植被是覆盖于地球表面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各类

植物群落的总和，它涵盖了森林、草原、湿地等，其通

过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供给人类及其

生物氧气、蛋白质及能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活和居住的环境

所付予的林木、草原等绿色植被的覆盖程度越来越

备受关注，精准定量获取和监测局部或全局的植被

信息及其变化密切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开发建设

和环境保护，为公众所期盼。
随着国产卫星技术越来越成熟和在多个领域的

全面应用，为精准定量获取局部或全局的植被信息

带来了便利，通过运用大气较正( 以资源一号卫星:

ZY-1 为例) 获取更为精准的遥感影像，为解译读取

和监测更为丰富的植被消息和变化提供了可靠基

础。

1 获取信息的基础及大气校正所运用的软

件

遥感技术是以物体自身的电磁波辐射理论为基

础。依据不同物体所具有的各自的电磁波反射或辐

射特性，通过特定的传感器来理解和掌握物体的电

磁波发射、反射、散射特性，电磁波传输特性等。大

气层中的电离层、水蒸汽、氧气和臭氧等多物质和地

形地貌的衰减对电磁波传播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准

确获取和解译遥感数据。ENVI( The Environ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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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ing Images) 和交互式数据语言 IDL ( Interac-
tive Data Language) 是一款由美国 ITT Visual Infor-
mation Solutions 公司开发的应用于遥感领域的模块

化遥感图像处理软件，运用该软件中的大气校正模

块( Atmospheric Correction) 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的

影响因素，定量获取遥感影像［1］。

2 处理过程

大气校正是以消除大气中的微离子、气溶胶、二

氧化碳和光照及地形地貌的衰减等多因素引起的散

射和漫放射对地物反射的影响，获得地物反射率和

辐射率、地表温度等真实物理模型参数，反演地物真

实反射率的过程［1］。
2． 1 ZY-1 卫星数据预处理

首先，定标 ZY-1 卫星。通过“中国资源卫星应

用中心”获取公布的定标参数，利用绝对定标系数

将 DN 值图像( 即: 地表反射电磁波，被卫星的传感

器记录下来电压或数字值的数据) 转换为辐亮度图

像。

运用 L = DN
A 以式中 L 为辐亮度，A 为绝对定标

系数增益，转换后辐亮度单位为 W·m －2·sr － 1·
μm －1［1］，把获取的各波段数据文件进行定标后组合

成一个多波段文件。
2． 2 QUICK 大气较正

依据 ZY-1 卫星数据融合影像的属性精度、面积

精度、最 小 监 测 图 斑 等 指 标 与 常 规 使 用 的 法 国

SPOT-5、德国 ＲapidEye 数据接近，选择相近的传感

器作为 ZY-1 卫星传感器类型。本文采用 QuickBird
作为 ZY-1 卫星的传感器类型执行。
2． 3 FLAASH 大气较正

2． 3． 1 获取波谱响应函数
由于获取地物波谱信息的传感器，针对每一个

波段都有特定的波段范围，传感器上的感光元件在

该波段范围内的每一个点所感应的强度也不一样，

成像时是以该波段范围地物电磁波辐射的加权平均

获取。波段响应函数是描述一定波长范围内( 超出

波段范围) 的量子效应，当需要精确计算像元响应

时候，比如大气校正反演真实地表反射率，就需要使

用波谱响应函数［2］。“ZY-1”是通过“中国资源卫星

应用中心”查询获取公布的传感器的波段响应函

数，图中为波谱响应函数数字表达的一部分，第一列

表示波长，后面四列分别表示全色和 3 个多光谱对

应波长的波谱响应值。
2． 3． 2 制作波谱响应函数波谱曲线

在 ENVI 中，使用波谱曲线来描述波谱响应函

数，也就是以波长作为 x 轴，波谱响应值作为 y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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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格式为 ENVI 波谱库文件( ． sli) 。
2． 3． 3 启用 FLAASH大气校正模块校正遥感影像

将准备好的数据输入，数据定标后的单位是 W
·m －2·sr － 1·μm －1，与大气校正模块要求的单位

( μW) / ( cm2* nm* sr) 相差 10 倍关系，因此在 Ｒa-

diance Scale Factors 中输入 10 缩放系数。其它卫星

有关参数，采用原数据头文件读取，如传感器高度、
像元大小、成像中心点经纬度、成像时间等。波段响

应函数选择上述生成的波谱响应文件。执行校正生

成相应影像。

3 处理结果

比对 QUICK 和 FLAASH 大气较正处理后的影

像，在同一位置植被地物的光谱曲线反应出一定的

差异，大气较正后的光谱曲线变化更为显著，更能真

实再现地表情况，影像上反映出该区域的植被地物

信息也较为丰富( 红色更鲜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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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 FLAASH 大气校正后获取的遥感影像提

供了更为丰富的植被信息源，为解译、读取和定量分

析地表植被信息夯实了基础，但是处理步骤比较繁

琐。QUICK 大气校正在处理步骤较为快速，在获取

地表植被信息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是一个可用的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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