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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２ １世纪 以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推动 ， 湖泊富营养化

己经威胁到全球公共健康和水生态安全 。 我国湖泊也面临着水体富营养化 、 蓝

藻水华频发 、 水质下降和水体污染严重等
一

系列 问题 。 洪湖是长江流域江汉平

原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 ， 也是 国家级湿地 自然保护 区 ， 在调节气候 、 防洪调蓄 、

净化水质 、 维持生物多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但是近年来 ， 洪湖水体污染

与富营养化 问题严重 ， 其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 因此 ， 大面积 、

动态精准的水质监测与评估 ， 对洪湖的水环境保护与健康 、 水污染控制 、 水资

源安全和水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而遥感技术可以对湖泊进行快速便捷 、

全覆盖和长期地观测 。 但是 ， 在大多数水质遥感反演模型 中 ， 只将不 同波段的

反射率与水质参数建立相关关系 ， 没有加入其他环境因子加 以约束 ， 很难反映

出 内 陆湖泊的季节性差异 。

本文 以洪湖为研究区域 ， 利用 １ ７８景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 ， 基于径 向基神经网络模

型 ， 反演 了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２ １ 年洪湖 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 Ｔｒｏｐｈ ｉｃ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ｅｘ
，

ＴＬ Ｉ ） ， 在此基础上 ， 对洪湖长期 以来的水质时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 并对驱动

洪湖富营养化的潜在原因进行初步的讨论 。

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创新点有 ：

（ １ ） 本文提出 了
一

种样本扩充的方法 ， 将水质监测站点周边的像元也视为

独立的标签样本输入到水质反演模型 中 。 样本扩充的方法大幅地增加 了水质反

演模型的训练样本规模 ， 从而有效地避免模型 出现的过拟合 问题 ， 增强 了反演

模型的稳定性与鲁棒性 。

（ ２ ） 在洪湖ＴＬＩ遥感反演模型 中 ， 输入端 中加入了 同步的气温和水位数据 ，

不仅构建 了适用于不同季节的通用性水质反演模型 ， 而且显著提高了模型的精

度 。 此方法可 以反映 内 陆湖泊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 为其他典型季节性 内 陆湖泊

的水质反演研宄提供了新思路 。

（ ３ ） 洪湖南部水域的水质相对较好 ， 而北部水域为四湖总干渠的入湖区 ，

Ｉ





同时存在较多 的农 田与人类活动干扰 ， 所以北部水域的水质相对较差 。 洪湖的

富营养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 ， 即夏秋季节ＴＬＩ偏高 ， 而冬季ＴＬ Ｉ值相对

较低 。

（ ４ ） 利用建立的模型 ， 对洪湖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 １年的ＴＬＩ进行 了反演和制 图 ，

得到 了系列图谱 ， 在此基础上对ＴＬ Ｉ进行 了时间序列分析 ， 初步揭示了近２０年来

洪湖富营养化程度的演变趋势 ， 其中 ２００５年与 ２０ １ ３年为洪湖水质改变的两个重

要时间节点 ，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洪湖水质平稳过渡 ， 缓慢恶化 ，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 １ ３年 ，

洪湖水质略有好转 ， 但从２０ １ ３年之后 ， 洪湖富营养化趋势逐渐加快 ， 水质迅速

恶化 ， 已 由轻度富营养化湖泊转变为中度富营养化湖泊 。

关键词 ： 洪湖 ，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 时空序列 ， 水质遥感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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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及意义

２０ １ ８年 ， 全球人 口超过 ７０亿 ， 庞大的人 口 数量加速 了城市化进程 ， 同时也

也带来 了各种环境 问题 （ Ｌ ｉａｏ 等 ２０２０
；Ｓｒ ｉｎ ｉｖａｓａｎ 等 ？

，
２０ １ ３ ） ， 例如水资源短缺

与湖 泊 富 营养化 ， 对全球公共健康和 水 生态 安全构成 了 巨 大威胁 （ Ｈｏ 等 ．

，

２０ １ ９ ） 。 湖泊富营养化通常伴随着有害藻类 的迅速增 多 ， 不仅影响人们 的审美

感知 ， 而且可能释放藻毒素污染饮用水 ， 从而威胁到人类和其他水生生物 ， 并

改变水体颜色和气味 ， 最终失去原始生态功能 （ Ｈｏｕ 等 ．

，

２０２２
；Ｃｈｅｎ 等 ．

，
２０２０ ） 。

在 自 然条件下 ， 湖泊从贫营养到富营养的演变是缓慢 的 ， 但人类活动的影响加

速 了这
一

过程 （ Ｌ ｉｎ 等 ．

，

２０２ １
；
Ｌ ｉｕ 等 ．

，

２０２ １
；
秦伯强 ，

２００２ ） 。 在过去的４０年里 ，

全球湖泊的最大藻华面积达到 ３ １ 万平方千米 ， 约 占全球湖泊总面积的 １ １ ． ７％ ， 其

中亚洲及北美的湖泊藻华面积 占全球湖泊藻华面积的 ７０ ． ９％（ Ｈｏｕ 等 ．

，

２０２２ ） 。

根据水研宄委员会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ｏｎ ） 的统计 ， 亚洲 、 欧洲 、 北美和

非洲 分 别有 ５４％ 、 ５ ３％ 、 ４６％和 ２ ８％ 的湖 泊面临 着 富 营养化 问 题 （ Ｎ
ｙ
ｅｎ

ｊ
ｅ 等 ．

，

２０ １ ０ ） 。 水体富营养化监测和湖 泊生态环境保护 己经成为国 际关注 的焦 点 问题 。

随着我 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以及化肥的过量使用 ， 入湖 的污水排放量

远远高于现有的水体 自 净能力 ， 当水体 中氮 、 磷等元素地输入源源不断地大于

输 出 时 ， 水生植物往往会大量生长 ， 进而造成水体 的 富营养化现象 ， 当 水体 自

身失去净化能力 后 ， 浮游生物 的 大量死亡又会造成水质 的进
一

步恶化 （ 姜波
，

２０２ １ ） ， 导致湖泊 中大量的污染物累积 （ 徐菲菲 ，

２０ １ ５ ） 。 根据 《 中 国水资源公

报 （ ２０ １ ８ ） 》 显示 ， 我国 １ ２ １ 个主要湖泊 中 约 ７３ ． ５％为富营养化状态 ， 尤其是在

东部经济较发达地 区 ， 面临 着水环境恶化 、 水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 湖泊生

态功能下降等 问题 （ 徐轩 ，

２ ０ １ ７ ） 。 在 ２０世纪 ７ ０年代初 ， 我国 ９ １ ． ８％的湖泊面积

处于 中 营养状态 ， 然而从 １ ９ ７ ８年到 １ ９ ８ ７年 ， 贫营 养 的湖泊 比例从 ３ ． ２％下 降到 了

０ ． ５ ３％ ， 富营养化湖泊 比例从 ５％大幅增加到 ５ ５ ． １％ ， １ ９９０年 以后 ， 我 国 大部分城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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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湖 泊都面临着严重 的 富营养化 问 题 ， 有些水域 已经接近重度 富 营养化水平

（ Ｌ ｉｕ和 Ｑ ｉ ｕ
，
２ ００ ７ ） 。 ２ １世纪 以来 ， 我国湖泊富营养化程度越来越高 （ 陈小锋 等 ，

２ ０ １ ４
； 李子成 等 ，

２ ０ １ ２
； 杨桂山 等

，

２ ０ １ ０ ） ， 蓝藻水华事件频频发生 （ 图 １ ． １ ） （ 赵

春宇 等
，

２ ０ １ ６
；
秦伯强 等 ，

２ ００ ７ ） 。 十九大报告指 出
“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

就是金 山 银 山 的理念
”

， 水质 监测是水环境保护 的基础性工作 ， 开展大面积 、

动态 、 精准地水质 监测与评估 ， 这对于湖库水环境保护 、 水污染控制 ， 水环境

健康 、 水资源安全地维护和水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２ ００６年官桥湖 （ 湖北 ｉ



２ ００ ７年太湖 （ 江苏 ） ２ ０ １ ２年东湖 （ 湖北 ）



■國ｙｉ
２ ０ １ ６年滇池 （ 云南 ） ２ ０ １ ８年巢湖 （ 安徽 ＞ ２ ０２ １ 年洪湖 （ 湖北 ）

图 ｕ 我国部分湖泊蓝藻水华事件实景图 （ 图片来源于网络 ）

Ｆ ｉ

ｇｕ
ｒｅ１ ． １Ａ ｃ ｔｕ ａ ｌｓ ｃ ｅ ｎ ｅ ｓｏ ｆ ａ ｌ

ｇａ ｌｂ ｌ ｏ ｏｍ ｓ ｉ ｎｓｏｍ ｅ ｌ ａ ｋｅ ｓ ｉ ｎＣ ｈ ｉ ｎ ａ
（

Ｉｍ ａ
ｇ
ｅ ｓｆｒｏｍｔｈ ｅ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ｅ ｔ

）

湖泊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
“

监管者
”

， 在全球生态系统 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 Ａｄｒ ｉ ａｎ 等 ．

，

２ ００９ ） 。 传统方法监测水质 是通过有 限 的监测站 点或人工定点采

样 ， 并利 用便携设备或实验室分析各项水质参数 ， 具有较高的精度 ， 但是需要

花 费大量 的 时 间与经济成本 ， 且 只 能代表局部水域 ， 并不能反映湖泊整体 的时

空分布情况 。 而遥感 （ Ｒｅｍｏ ｔｅＳ ｅｎ ｓ ｉ ｎ
ｇ ，ＲＳ ） 作为

一

种非接触 、 远距离 的探测技

术 ，

一

般指运用传感器对物体的 电磁波 的辐射 、 反射特性进行探测 。 通过遥感

传感器这类对 电磁波敏感的仪器 ， 在远离 目 标和非接触 目 标物体条件下探测 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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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地物 。 遥感技术可 以对湖泊进行快速便捷 、 全覆盖和长期地观测 （ 马荣华 等
，

２ ０ １ ０ ） 。

１ ． ２ 水质遥感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 ， 水质遥感监测 是指利用 不 同卫星传感器所接收到 的反射率信息

来推算水质参数的过程 ， 而不 同水 质参数的光谱特征是根据水体辐射传输模型

来决定的 。 不 同 的 时 间 、 不 同 的水体 、 不 同 的太 阳 高度角与入射角 都会影 响水

体辐射传输过程 （ 马荣华 等 ，
２ ０ １ ０ ） 。 传感器所接收到 的水体辐射过程如 图 ２ ． １

所示 ， 主要为 ３ 个部分 ：
（ １ ） 水面 的镜面辐亮度 ；

（ ２ ） 没有到达水面 ， 大气的

复合辐亮度 ；
（ ３ ） 水体的离水辐亮度 。

气／１
＼＼｝

大气吸收和散射Ｊ

＼
反射／／ ＼

水 面 反則 、 散射 ＼实地测Ｓ

、 ＼ ｜＼／／ ＼細 光＿ 等＼ ） ＾

 Ｉ ．

＼／ 祈

广／水体細舰 丨＼
／ 在 屣＾ＪＬ

水ｔｅ反射 ＼ ｔ／細 度＊
ａ
＝吸收 浮游植物、

＼ 丨 ，蓝藻 深
ｂ ＝散 射 ） ｂＶｖ

：

ＳＰＭ

图 １ ． ２ 内 陆水体遥感示意 图

Ｆ ｉ

ｇ ｕ ｒ ｅ １ ． ２Ｒ ｅｍ ｏ ｔ ｅｓｅｎ ｓ ｉ ｎ ｇ
ｄ ｉ ａ

ｇ
ｒ ａｍｏ ｆ ｉ ｎ ｌ ａ ｎ ｄｗ ａ ｔ ｅ ｒｂ ｏｄ ｙ

所 以传感器接收到 的辐亮度 Ｌ为 ：

Ｌ—
－

＼ Ｌ
２
＋／＞

３ （ １ ． １ ）

式 中 ： Ｕ 为水面 的镜面辐亮度 ， Ｌ ２为大气的 复合辐亮度 ， 。为离水辐亮度 。

离水辐亮度是 太阳 光进入水体后 ， 经 多不 同 水体组分 的吸收 和散射后再离开水

体 的光辐射能量 ， 离水辐亮度 中 包含着水体信息 ， 可 以通过卫星传感器探测 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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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值 ， 以获得各项水质参数具体数值 。 通过遥感影像预处理可 以消 除掉Ｕ

与 Ｌ２ ， 得到 的水体反射率仅与 Ｌ ３有关 ， 而 Ｌ ３ 中又包含水体散射部分与水底反射

部分 ， 取决于水中组分的吸收散射行为特征 ，
分别 以吸收和散射系数表征 （ 刘文

雅 等 ，

２０ １ ９ ） 。

１ ． ３ 国 内外研究现状

目 前 ， 遥感技术经过近几十年地发展 ， 己成为当今最活跃的科技领域之
一

（ 李德仁 等 ，

２０２２ ） ， 遥感技术从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用于水体监测 以来 ， 已经从

最开始的水域识别逐渐发展到 多种水质参数的定量反演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以来 ，

各种传感器 的兴起 以及高光谱数据地大量 出现 ， 推动 了 水色遥感技术地快速发

展 （王波 等 ，
２０２２

； 潘德炉和马荣华 ，

２００ ８ ） 。 目 前 ， 内陆水体水环境遥感 已经取

得 了 很大的进展 ， 例如 ： 已经从水质遥感算法的科学研宄 ， 发展为 内 陆水体水

质参数时空变化分析 ；
已从短期 的 、 典型区域的水质遥感反演研宄 ， 发展为长

时间序列 、 大范围 的水质遥感反演产品 。 在水体提取 、 大气校正 、 各项水质参

数的反演 、 营养状态评价等方面都 己经取得 了重要进展 （ 张兵 等
，

２０２ １ ） 。 利

用遥感技术可 以反演众多水质 参数 ， 如 叶绿素 ａ浓度 、 透 明度 、 悬浮物浓度等

（ Ｃ ａｏ等 ？

，
２０２２

；
Ｙ ｉｎ等 ．

，

２０２ １ｂ
；
Ｗａｎｇ

等 ？

，
２０ １ ８ ） 。

（ １ ） 叶绿素 ａ浓度遥感反演

叶绿素 ａ（ Ｃｈ ｌ
－

ａ ） 是浮游植物的
一

种重要色素和估算初级生产力和生物量

的指标 ， 也是监测蓝藻水华爆发的重要参数 （ Ｃ ａｒｖａ ｌｈｏ 等 ．

，

２０ １ ３ ） ， 其含量的高

低可 以反映湖泊的富营养化水平 。 叶绿素 ａ的光谱特征随着其他水质参数的浓度

的变化而改变 （ Ｚｈｏｕ 等 ．

，
２０ １ ８

；Ｄ ｉｅｒｓｓｅｎ 等 ．

，

２００６ ） ， 对于贫营养与 中营养的水

体 ， 叶绿素 ａ的光谱特征是在 ６ ８０ｎｍ附近有较 明 显 的荧光峰 （ Ｇｏｗｅｒ 等 ．

，

２００４
；

Ｇ ｉｔｅ ｌ ｓｏｎ 等 ．

，
１ ９９４ ） ， 对于重度富营养化水体 ， 叶绿素 ａ的光谱特征是在 ６６５ｎｍ附

近有较明显的吸收峰 ， 在 ７ １ ０ｎｍ附近有较明显 的反射峰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等 ．

，
２０ １ ２ ） 。

因此 ， 众 多学者利 用 特征波段 比值方法来反演叶绿素 ａ浓度 （ Ｈｕａｎｇ 等 ．

，

２０ １ ５
；

Ｈｕａｎｇ等 ．

，

２０ １ ４ａ
；
Ｔｚｏｒｔｚ ｉｏｕ等 ．

，
２００７

；
段洪涛 等 ，

２００６
；Ｊ ｉａｏ等 ．

，
２００６ ） ， 波段 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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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反演叶绿素ａ浓度的模型结构简单且具有 良好的精度 ， 所 以在国际上得到 了广

泛的应用 ， ＳｅａＷＩＦＳ 、 ＧＯＣ Ｉ和ＭＯＤ ＩＳ等卫星也都选择使用波段比值法生产叶绿

素ａ浓度的产 品数据 （段广拓
，

２０ １ ９ ） 。 Ｍ ｉｓｈｒａ和Ｍ ｉｓｈｒａ（ ２０ １ ２ ） 利用ＭＥＲＩＳ数

据集成 功 开发 出
一

种称为 归
一

化差 异 叶绿 素 指 数 （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
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 ， ＮＤＣ Ｉ ） 的算法用来反演 内陆 以及沿海地区的叶绿素ａ浓度 ，

并取得了较高的精度 （Ｒ
２
＝
〇 ． ９

，

ＲＭＳＥ＝２ ｍｇ／ｍ
３

） 。

（ ２ ） 透明度遥感反演

水体透明度指水的清澈程度 ， 可 以表示水体的浊度和营养状态 ， 是评价湖

泊健康的重要指标 ， 通常用塞 氏盘深度 （ Ｓｅｃｃｈｉｄ ｉ ｓｋｄｅｐｔｈ
，ＳＤＤ ） 来表示 （ Ｓｈ ｉ

等 ．

，

２０ １ ８
；Ａａｓ 等 ．

，
２０ １ ４ ） 。 监测湖泊透明度的时空变化对于评价湖泊水质 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 、 改善湖泊水质管理和恢复水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 Ｙ ｉｎ 等 ．

，

２０２ １ ａ
；Ｇｏｎｇ ，

２０ １ ２ ） 。 遥 感反演 水体透 明 度 较 早 的 方法 为 辐 射传输模 型

（ Ｐｒｅ ｉ ｓ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

１ ９８６ ） ， 但其需要严格的理论推导 ， 并且具有挑战性 ， 因为瞬

时大气条件和初始参数值很难获得 （ Ｇ ｉａｒｄｉｎｏ 等 ．

，

２００７ ） 。 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

利用经验／半经验方法来反演水体透明度 ， 包括ＭＥＲＩＳ 、 Ｍ０Ｄ ＩＳ和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的

蓝红波段比值 （ Ｓｏｎｇ 等 ．

，

２０２０
；
Ｋｒａｔｚｅｒ 等 ．

，

２００８
；
Ｗｕ 等 ．

，

２００８ ）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 Ｉ和

ＭＯＤ ＩＳ的红绿单波段 （ Ｌ ｉｕ 等 ．

，

２０２０
；
Ｒｅｎ 等 ．

，
２０ １ ８ ） ， Ｍ０Ｄ ＩＳ的红波段 ， 以及

ＭＯＤ ＩＳ的色度角计算等方法 （Ｗａｎｇ 等 ．

，

２０２０ ） 。

（ ３ ） 营养状态遥感反演

水体营养状态指数是描述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 目 前 ， 较为常用

的水体营养状态指数为卡尔森营养状态指数 （ Ｔｒｏｐｈ ｉｃＳ ｔａｔｅＩｎｄｅｘ
，
ＴＳ Ｉ ） 、 综合

营养状态指数 （ 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ｅｖｅ ｌＩｎｄｅｘ
，

ＴＬＩ ） 与福莱尔指数 （ Ｆｏｒｅ ｌ
－Ｕ ｌｅＩｎｄｅｘ

， 
ＦＵＩ ） 。

ＴＳ Ｉ是根据叶绿素浓度计算得出的 ， 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价 以叶绿素浓度 占主导作

用 的湖泊营养状态 （ Ｃａｏ 等 ．

，

２０２２ ） ；ＴＬＩ是 由高猛酸盐指数 、 叶绿素浓度 、 透

明度 、 总氮与总磷浓度加权求和得到的 ， 所 以它可 以较为全面的确定湖泊营养

状态 ， 周亚东等 （ ２０ １ ８ ） 利用ＧＦ－

１号ＷＦＶ遥感影像反演 了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

主要湖泊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 Ｌ ｉｕ等 （ ２０２２ ） 利用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２卫星影像对武汉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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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 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进行反演 ， 相关成果 己被当地环保部 门采纳 ， 说明综

合营养状态指数可 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 内 陆湖泊 的营养状态 。 ＦＵ Ｉ是
一

种水色

指数 ， 其原理是湖泊不 同富营养化程度 的水体颜色是有显著差异 的 ， 所以可以

通过遥感反射率来计算出色度角 ， 再根据查找表法来评估水体营养状态 （ Ｃｈｅｎ

等 ．

，
２０２０ ） 。

随着遥感技术的进步与水质参数的光谱特性和算法研究的不断深入 ， 水质

遥感监测方法经历 了分析法、 经验法 、 半经验法和机器学习 的发展历程 ， 这些

反演方法在模型适用性 、 模型精度和模型复杂性方面都各有优点和缺点 。

（ １ ） 分析法

分析法是 以水体辐射传输模型为基础的水质反演方法 ， 是 由水体吸收系数

与后 向散射系数之比与表面反射率的关系 ， 通过遥感获取的反射率值计算水中

实际吸收系数 、 后 向散射系数 ， 得到水体组分的浓度 。 其原理是模拟光在水体

和大气中的传播过程及水体的光学特征 ， 并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徐轩
，
２０ １ ７ ） 。

具体研究中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２０ １ １ ） 分析了 叶绿素 、 透明度 、 浊度等水质参数

的固有光学特性 ， 构建了不同水质参数的生物光学模型 。 Ｓｔｕｍｐｆ等 （ ２０ １ ６ ） 对

比了分析法、 半分析法和其他衍生算法反演藻类浓度 ， 结果表明 ， 分析法和半

分析算法精度更高 ， 但由于依赖于准确 的大气校正 ， 所以模型的鲁棒性较差 。

刘文雅等 （ ２０ １ ９ ） 利用水体辖射传输模型 ， 对巢湖叶绿素 ａ浓度等水质参数的光

学特性进行分析 ， 构建 了 高精度 的 叶绿素 ａ浓度与反射率 的物理分析模型

（Ｒ
２
＝
０ ． ８７７８ ） ， 且模型普适性较强 ， 不易受时相限制 。 分析法构建的水质反演

模型通常稳定性较好 ， 普适性较强 ， 不需要大量的实测水质数据支撑 ， 但是水

体辐射传输方程是复杂的微积分方程 ， 很难通过解析方法解算 ， 同时也需要输

入众多参数 ， 比如入射光信息 （太阳天顶角 、 大气类型 、 能见度 、 云量 、 风速 、

水体折射率等 ） ， 水体组分固有光学量 （纯水吸收和散射 、 藻类吸收 、 非藻类

悬浮物吸收 、 总悬浮物散射等 ） ， 水体深度和水底反射 ， 而这些参数需要通过

大量的实验与野外测量才能获取 ， 且本身具有
一

定的误差 ， 容易造成误差的累

积 ， 使水质监测的效果不理想 。 因此 ， 分析法在水质反演中使用相对较少 （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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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
，

２０ １ ７ ） 。

（ ２ ） 经验法

经验法是
一

种通过直接建立遥感数据和水质组分浓度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反

演水质参数的方法 。 经验法是完全 由数据驱动的 ， 它通过足够多 的实测水质数

据 ， 来构建反射率与水质参数之 间 的经验关系 （ 例如线性或非线性 回 归 ）

（ Ｃｈａｎｇ等 ．

，

２０ １ ５ ） 。

经验模型反演水质参数最早可 以追朔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 ， 相关学者

利用经验模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 Ｓｃａｒｐａｃｅ 等．

，

１ ９７９ ） 、 明尼苏达州 （ Ｌ ｉ ｌ ｌｅｓａｎｄ

等 ．

，
１ ９ ８ ３ ） 反演 了湖泊 的营养状态 ， 以及澳大利亚湖泊 中 的浊度和叶绿素浓度

（ Ｃ ａｒｐｅｎｔｅｒ和Ｃａｒｐｅ
ｎｔｅｒ

，１ ９８３ ） 。 大多数经验模型使利用波段或波段组合 ， 建立

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之间的线性回 归模型 （Ｈ ｉｃｋｓ 等 ．

，
２０ １ ３

；
Ａ ｌｐａｒｓ

ｌａｎ 等 ．

，

２００７ ） 、

线性混合模型 （ Ｂｏｎａｎｓｅａ 等．

，

２０ １ ５
；
Ｔｙｌｅｒ 等 ．

，

２００６ ） 和非线性模型 （ Ｌｏｂｏ 等 ．

，

２０ １ ５
；
Ｍａ

ｊ
ｏｚ ｉ 等 ．

，

２０ １ ４ ） 等 ， 所用到的波段组合多为不同波段的算术运算 。 经验

模型在
一

定的时间空间上能够提高水质反演的精度 ， 但其也容易受到时间空间

的限制 （ Ｓａｇａｎ 等 ．

，

２０２０ ） ， 模型普适性较差 ， 同时经验模型也需要大量的实测

数据作为支撑 ， 且会受到实测数据的 限制 ， 超过了实测数据范围的水质参数 ，

反演结果误差会明显增大 。

（ ３ ） 半经验方法

半经验法建立在水体光谱特征基础上 ， 根据所积累的水质组分实测数据与

对应的光谱数据 ， 获得有关各水体组分敏感性波段范围 的知识 ， 进而估算水质 。

半经验法选择最能反映水体组分信息变化的波段和波段组合 ， 有针对性地构建

水质参数反演模型 。

半经验模型在水质反演模型 中 的应用 主要集 中在水体透 明 度 （ Ｙ ｉｎ 等 ．

，

２０２ １ ｂ ） 、 叶绿素ａ浓度 （ Ｃａｏ 等 ．

，
２０２２ ） 和悬浮物浓度 （Ｗａｎｇ 等 ．

，
２０ １ ８ ） 上 。

半经验模型也可 以用作各种不 同 的指标的计算 ， 例如 归
一

化差异叶绿素指数

（ ＮＤＣ Ｉ ）（Ｍ ｉ ｓｈｒａ和Ｍ ｉｓｈｒａ
，２０ １ ２ ） 、 最大叶绿素指数 （Ｍａｘ ｉｍｕｍ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 ｌ

Ｉｎｄｅｘ
，
ＭＣ Ｉ ）（ Ｇｏｗｅｒ等 ．

，

２００５ ） 、 浮藻指数 （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Ａｌ

ｇａ
ｌＩｎｄｅｘ

，
ＦＡＩ ） （Ｈｕ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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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 和归
一

化差异悬浮泥沙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
ＮＤＳ Ｉ ）（ Ｓｈａｈｚａｄ 等 ．

，
２０ １ ８ ） 等 ， 这些半经验指标的应用有助于监测藻类

水华 （ Ｈｕａｎｇ 等 ．

，
２０ １４ｂ ） ， 估算与富营养化相关的有害藻类浓度 （ Ｚｈｏｕ 等 ．

，

２０ １ ８ ） 。 半经验方法实质是分析法和经验法的结合 ， 由于其基于一定的物理性

质 ， 比经验法更具有普适性 ， 模型精度也相对较高 ， 所 以半经验模型是 目 前研

究较多 、 使用较普遍的遥感水质监测方法 （ Ｃｈａｗｌａ 等 ．

，
２０２０

；
Ｃｈａｎｇ 等 ．

，

２０ １ ５ ） 。

但半经验方法仍有较强的时空局 限性 ， 针对不同地区与不同季节的水体需要寻

找合适数学统计模型 ， 提高通用性 。

（ ４ ） 机器学习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 越来越多 的研宄把机器学习理论融入到水质遥

感的半经验法建模中 。 由于水体 中 的光谱特征是十分复杂的 ， 导致水质遥感监

测本质上是
一

个非线性拟合的过程 。 机器学习具有较强的组织性 、 容错性和适

应性 ， 可 以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 、 误差反馈和校正来提升遥感反演模型的精度

和泛化能力 ， 有效地建立遥感信息与实测水质参数之间 的统计关系 ， 而不需要

解析模型 中复杂的计算 ， 不仅可 以简化水质遥感反演过程 ， 还可 以得到较高的

反演精度 ， 正适合模拟遥感影像和水质参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目 前 ， 机器学习 己被用于蓝藻色素 （Ｙｉｍ 等 ．

，

２０２０
；
Ｐｙｏ 等 ．

，

２０ １ ９ ） 、 叶绿

素 、 可溶性有机物、 溶解氧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等 ．

，

２０２０ ） 等水质参数遥感反演 ， 表明机

器学习可 以从多源光学影像数据中挖掘 出水质参数与光谱之间 的复杂定量关系 ，

且反演精度高于传统模型 。 目 前应用于水质反演的机器学习模型主要包括支持

向量机、 梯度提升算法 、 神经网络等 （表 １ ． １ ） 。

其 中 ， 支持 向量机具有结构简单 的特点 ， 易于遥感水质 建模 。 盛辉等

（ ２０２ １ ） 利用珠海
一

号高光谱与实测化学需氧量浓度 ， 构建了支持向量机回归

模型 ， 反演了潍河流域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 结果表明经过支持向量机方法建立

的化学需氧量反演模型 ， 反演结果优于卷积神经网络和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 。

梯度提升算法是
一

种用于 回归和分类问题的机器学习技术 ， 该算法以弱预测模

型集合的形式产生预测模型 ， Ｃａｏ等 （ ２０２２ ） 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反演太湖叶绿素 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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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 分别构建 了 随机森林 ， ＸＧＢｏｏｓ ｔ梯度提升算法 ， 支持向量机回归三种机

器学习模型 ， 结果表明ＸＧＢｏｏｓｔ模型反演效果最好 。 神经网络是
一

种模仿动物

神经网络行为特征 ， 进行分布式并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 ， Ｌ ｉｕ等 （ ２０２ １ ）

利用 Ｓｅｎｔｉｎｅ ｌ
－

２影像与实测水质数据 ， 构建 了径向基神经网络水质反演模型 ， 对

武汉市湖泊水库群的营养状态进行评估 ， 相关系数可达０ ． ８ ６ 。

机器学习在水质反演模型 中精度较高 ， 但需要大量且准确的实测数据参与

训练与验证 ， 且过程是
一

个黑箱模型 ， 计算较为复杂 ， 其理论基础也有待完善 ，

模型结果的可解释性有待提高 ， 模型普遍适用也有待增强 。

１ ．４ 研究 目标和研究内容

近年来 ， 由于极端气候 ， 上游和周边污水排放 、 农业面源污染 、 围 网养殖 、

退垸环湖等
一

系列 因素的影响 ， 洪湖富营养化问题严重 ， 其生态功能和水环境

安全收到了严重威胁 （杜耘 等 ，

２００５ ） 。 但是到 目 前为止 ， 洪湖还缺少长期的

全覆盖监测 ， 使得相关管理部 门无法全面的掌握洪湖 的水环境状况 。 所 以本文

以洪湖 为研究 区 ， 应用 １ ９９９年 －

２０２ １年 Ｌ 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数据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ＴＭ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 ＥＴＭ＋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０ＬＩ ） ， 构建适用于洪湖的高精度水质监测方法 ， 探

究长时间序列洪湖水质 的时空变化情况 ， 为洪湖的水质监测与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 具体研宂 内容如下 ：

（ １ ） 利用 １ ７８景可用 的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 ， 对洪湖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 １年不同季节的综

合营养状态指数进行反演 。

（ ２ ） 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反演模型 中 ， 引 入了样本扩充的方法 ， 并加入了

温度 、 水位数据作为约束因子 ， 提高反演模型的精度 。

（ ３ ） 根据反演结果 ， 对洪湖营养状态做出评价 ， 并对洪湖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 １年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变化作 出完整地时间序列分析 ， 浅析变化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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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质遥感监测 的 原理与方法


１ ． ５ 技术路线

如 图 １ ． ３所示 ， 首先获取研究 区域的实测数据与影像数据 ， 实测数据包括气

温 、 水位数据 ， ＴＬ Ｉ 和 高光谱数据 ， 影像数据为 Ｌａｎｄ ｓａ ｔ系 列卫星数据 ， 经过预

处理 （ 几何校正 、 辐射定标 、 大气校正 、 滤波等 ） ， 与实测高光谱数据相结合

来确定反演 ＴＬ Ｉ所需特征波段的反射率信息 ， 实测 Ｔ Ｌ Ｉ值与对应的反射率相结合

构建样 本 ， 并按照
一

定 的 比例分为训练样本与验证样本 。 利 用 径 向基神经 网络

模型对训练样本进行训练 ， 同时在模型 中加入气温 、 水位数据作对照组实验 ，

最后用验证样本进行精度检验 ， 得到最优的模型来反演研究 区域的 ＴＬ １ 。

，
实测数据丨丨

Ｌａ ｎｄ ｓ ａ ｔ影 ｆ象

ｊ

Ｊ


气温 、 水位资料 Ｔ Ｌ Ｉ 计算值高光谱测量值影像预处理

—

＜
扩充的样本库 样本扩充 ＜？

－

反射率计算



训练样本验证样本

径向基神经网络



洪湖多时相 Ｔ Ｌ Ｉ 反 演与结果输出

图 １ ． ３ 技术路线 图

Ｆ ｉ

ｇ ｕ ｒｅ １ ． ３Ｔｅ ｃ ｈ ｎ ｏ ｌ ｏ ｇｙ
ｒ ｏ ａｄｍ ａ 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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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预处理

２ ．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洪湖是 中 国第七大淡水湖 ， 也是长江流域江汉平 原典型 的大型浅水湖 泊 ，

位于 东经 １ １ ３

°

１ ２
＇

？

１ １ ３
°

２ ６
＇

， 北纬 ２ ９
°

４ ９
’

？

２ ９
°

５ ８
＇

之 间 （ 图 ２ ．
１ ） 。 洪湖水面面积约

３４８ ． ２平方千米 ， 东西长约 ２ ３ ． ４千米 ， 南北宽约 ２ ０ ． ８千米 ， 海岸线长约 １ ０４ ． ５千米 。

洪湖在调节气候 、 防洪调 蓄 、 净化水质 、 维持生物 多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 厉恩华 等 ，

２ ０２ １ ） 。

１％６年洪湖湿地 自 然保护 区建立 ， ２ ０００年洪湖湿地 自 然保护 区晋升 为 省级

湿地 自 然保护 区 ， ２ ００ ８年联合 国 教科文组织将洪湖湿地列 入 《 国 际重要湿地 名

录 》 ， ２ ０ １ ４年洪湖湿地被 国务院确立为 国家级湿地 自 然保护 区 。


＞ １ ５

＜



Ｉ

  １ ３ ２ ５





ｎ？ 监测 点

Ａ－

”ａ

ｌ 

：：

臟

ｍ

图 ２ ． １ 研宄区域地理位置图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 １Ｌ ｏ ｃ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ｓ ｔ ｕ ｄ

ｙ
ａ ｒ ｅａ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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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世纪 ５ ０年代 以前 ， 洪湖是
一

个与长江相连的湖泊 ， 其水位会随着长江

水位的波动而变化 ， 但在２０世纪 ５ ０年代 以后 ， 洪湖经历 了三次 围堤建闸分别于

１ ９ ５ ５年 、 １ ９ ５ ８年和 １ ９７０年修建 了 洪湖 围堤 、 新滩 口节制 闸和新堤排水 闸 ， 阻断

了洪湖与长江的天然联系 ， 由人为控制洪湖水位 （ 卢 山 等
，

２００４ ） 。 近年来 ， 由

于 围垦造 田 、 污水排放 、 围 网养殖等
一

系列人为因素的影响 ， 以及旱涝灾害频

发等气候变化的推动下 ， 洪湖水体面积锐减 ， 水生植被退化 （ 王学雷 等 ，

２０ １ ０ ） ，

水体污染与富营养 问题严重 ， 其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 杜耘 等
，

２００５ ） ， 而这些 问题也普遍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其他湖泊 （王洪铸 等
，

２０ １ ９ ） 。 洪

湖南部多为核心 区与保护 区 ； 洪湖北部为广阔平原 ， 有大量的农 田与乡镇企业 ，

在湖区边缘分布着大量的 围 网养殖区域 ， 主要来水也来 自 于北部的 四湖总干渠 ，

其 中西北部主要为入湖区 ， 东北部有居 民活动区域与进出河 口 ， 其水质交换较

为频繁 （ 厉恩华 等
，

２０ １ ９
；
周志立

，
２０ １ ７ ） 。

２ ． ２ 实测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 的实测水质数据为 ２０ １ ３年 １ 月 至２０２ １年 １ ０月 的逐月 综合营养状

态指数 （ ＴＬ Ｉ ） ， 这些数据来 自 于 ８个在湖 区分布均匀 的监测站点 ， 具体点位如

图 ２ ． １所示 。 实测水质 数据来 自 于荆州市生态环境局 ， 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

价办法 （ 试行 ） 》 （ 环办
［
２０ １ １

］
２２号 ） 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 ＧＢ ３ ８ ３ ８

－

２００２ ） 的规定 ， 对叶绿素 ａ 、 总磷 、 总氮 、 透 明度和高锰酸盐指数等水质参数 ，

并计算ＴＬ Ｉ 。 本研宄所使用 的实测气象数据为 １ ９９９年至２０２ １年洪湖站点的 日 均气

温 和 每 日 １ ２ 时 的 水 位 数 据 ， 气 温 数 据 来 自 于 中 国 气 象 数 据 网

（ ｈｔｔｐ ： ／／ｄａｔａ ． ｃｍａ ． ｃｎ／） ， 水 位 数 据 来 自 于 湖 北 省 水 文 水 资 源 中 心

（ ｈｔｔｐ ｓ ： ／／ｓ ｌ ｔ ．ｈｕｂｅ ｉ ． ｇｏｖ
． ｃｎ／ｓｗ／ ）〇

ＴＬＩ是
一

种湖泊富营养化分级方法 ， 根据ＴＬ Ｉ值计算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并进

行分类 ， 其计算公式 （ ２ ． １ ）
，

（ ２ ． ３ ）－（ ２ ． ７ ） 来源于 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 《湖泊

（ 水库 ） 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 》 ：

ＴＬ Ｉ （＿

Ｉ
）
＝

＾■

ＴＬ Ｉ
（ｊ） （ ２ ． １ ）

式中 ： ＴＬ Ｉ（ Ｓ ） 表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 ＴＬ Ｉ（
ｊ

） 表示第
ｊ
种参数 的营养状态指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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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ｍ表示评价参数的个数 ， Ｗ
ｊ
表示第ｊ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 （ 下

同 ） 。 以叶绿素 ａ浓度为基准参数 ， 则第ｊ
种参数的归

一

化的相关权重计算公式

为 ：

Ｗ
ｊ

＝ ＝Ｓ— （ ２ ．２ ）

式中 ： Ｒ
ｊ
表示第ｊ

种参数与基准参数叶绿素ａ浓度的相关系数 。 Ｒ
ｊ
是利用 中 国 ２６个

主要湖泊的调查数据获得的 （表２ ． １ ） 。

表 ２ ． １ 中 国湖泊 （水库 ） 部分参数与叶绿素ａ的相关性 （金相池 １９９５ ）

Ｔａｂ ｌｅ２ ． １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ｌ
－ａｏｆ Ｌａｋｅｓ

（
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ｓ

） 

ｉｎＣｈ ｉｎａ

叶绿素ａ浓度
￣

总磷浓度总氮浓度透明度高猛酸盐指
参数

Ｃｍｇ／ｍ
３

） （ｍｇ／Ｌ ） （ｍｇ／Ｌ ） （ｍ ）数 （ｍｇ／Ｌ ）

＾ Ｉ 〇 ！８４０ ８２ ＾０ ８ ３０ ８ ３

ｇ １ ０ ． ７０ ０ ． ６７ ０ ． ６８ ０ ． ６８

ＴＬＩ考虑的参数有 ： 叶绿素ａ（ Ｃｈｌａ ） 、 总磷 （ ＴＰ ） 、 总氮 （ ＴＮ ） 、 透明度

（ ＳＤＤ ） 和高锰酸盐指数 （ ＣＯＤＭｎ ） 。 根据 以下等式计算每个参数的ＴＬ Ｉ ：

ＴｈＫＣｈ ｌｄ）
＝１ ０

（
２ ． ５＋１ ． ０８６ＩｎＣｈ ｉｄ） （ ２ ．３ ）

ＴＬＨＴＰ
）
＝１ ０

（
９ ．４３ ６＋１ ．６２４Ｉｎ ＴＰ ） （ ２ ．４ ）

ＴＬＨＴＮ
）
＝１ ０

（
５ ．４５ ３＋１ ． ６９４ＩｎＴＮ

） （ ２ ． ５ ）

ＴＬＩ
ｉ
ＳＤＤ

）
＝１ ０ （５ ． １ １８

－

１ ．９４Ｉｎ ＳＤＤ ） （ ２
． ６ ）

ＴＬＩ
ｉ
ＣＯＤＭｎ

）
＝１ ０

（
０ ． １ ０９＋２ ．６６ １ＩｎＣＯＤＭｎ

） （ ２ ． ７ ）

根据等式 （ ２ ．２ ） 和表２ ． １ ， 分别计算 出五个参数Ｃｈ ｌ
－

ａ 、 ＴＰ 、 ＴＮ 、 ＳＤ和ＣＯＤ

的权重Ｗ
ｊ

， 然后将等式 （ ２ ． ３ ）
＿

（ ２ ． ７ ） 分别带入等式 （ ２ ． １ ） ， 可 以获得等式

（ ２ ． ８ ） ， 所获得的ＴＬ Ｉ（ Ｓ ） 值可根据大小分为５类 （表２ ． ２ ） 。

ＴＬＩ
ｉ
ｌ

）
＝０ ． ２ ６６ ３ＴＬ ｌ

（
Ｃｈ ｌａ

）
＋０ ． １８７９ＴＬＩ （ＴＰ ）＋

０ ． １ ７９ＴＬＩ （ＴＮ）＋０ ． １８ ３４ＴＬ／
（
ＳＤ

）＋０ ． １８ ３４７Ｌ７（ＣＯＤＭｎ ） （ ２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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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湖泊 （水库 ） 富营养化分类标准

Ｔａｂ ｌｅ２ ．２Ｃ 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ｅｕｔｒｏｐｈ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ｋｅｓ
（
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ｓ

）

￣

轻度富营养中度富营养
￣￣

重度富营养
￣

ＴＬ Ｉ
（
Ｓ

）ＴＬＩ
（
Ｓ

）

＜３０３ ０＜ＴＬＩ
（
Ｅ

）
＜５０

￣￣

５０＜ＴＬＩ
（
Ｉ

）

＜６０

￣

６０＜ＴＬ Ｉ
（
Ｘ

）
＜７０ＴＬＩ

（
Ｚ

）
＞７０

２ ．３ 影像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本论文采用 的遥感影像数据来 自 于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 ， 该系列卫星数据至今

己 有 ５０ 年 的 历 史 ， 是 由 美 国 航 天航 空 局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 ｉｃ 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ＮＡＳＡ ） 和美 国地质 调查局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

ＵＳＧＳ ） 共同管理 ， 在陆地与海洋的环境与资源监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自 １ ９７２

年以来 ， 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陆续发射９颗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６发射失败 ）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１
－

５ 目 前

均已退役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自 ２００３年６月 以来 ， 该传感器的扫描线校正器 （ ＳＬＣ ） 出现

故障导致的数据间隙数据 ， 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 ６ 日 正式退役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于２０ １ ３年２月

１ １ 日发射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９于２０２ １年９月 发射 ， 目 前仍在运行 （表２ ． ３ ） 。

本研究选择 了Ｌａｎｄｓａｔ５专题制图仪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ｅｒ，ＴＭ ）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增

强型专题制 图仪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ｅｒ ，ＥＴＭ＋ ） 和Ｌａｎｄｓａｔ８陆地成像仪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ｒ

，ＯＬＩ ） 作为遥感数据源来对洪湖洪湖水质情况进行反

演 ，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各个波段具有不 同的用途 （表２ ．４ ） ， 不同 的波段组合也具有不

同的用途 ， 如红－绿－蓝波段组合为真彩色图像 ， 接近地物真实色彩 ， 图像平淡 ，

色调灰暗 ， 近红外 －红 －绿波段合成标准假彩色图像 ， 地物色彩鲜明 ， 有利于植

被与水体的分类等 。

从美 国 地质调查局 （ ｈｔｔｐｓ ： ／／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上下载 了１ ９９９年年至

２０２ １年洪湖 １ ７８景云量覆盖度低于 １ ０％的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卫星影像 ， 其中包括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 １ １
年的 ３２景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影像 ， １ ９９９年至２０２ １

年的 
１ １ ０景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影

像 ， 以及 ２０ １ ３年至 ２０２ １ 年 的 ３９景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ＯＬＩ影像 （ 图 ２ ．２ ） ， 均为Ｌａｎｄｓａｔ

Ｃｏ 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Ｌｅｖｅ ｌ２数据 。 其中 ２００３年６月 之后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由于条带受损 ， 导

致获取的 图像 出现重叠 ， 大约有 四分之
一

的数据丢失 ， 所 以首先使用 ＵＳＧＳ

ＥＲＯＳ开发的去条带方法对影像数据进行修复 。 由于水体信息在遥感影像中 比较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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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 修复后 的影像不会对水体的反射率信息产生太大的影响 （ 高泽润 ，

２０ １ ２ ） 。

表 ２ ．３Ｌａｎｄ ｓａｔ系列卫星参数

Ｔ ａｂ ｌ ｅ２ ．３Ｌａｎｄ ｓａｔｓｅｒ ｉ ｅｓｓ ａ ｔｅ ｌ ｌ ｉ ｔｅ
ｐ 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时间分辨
̄

卫星名称传感器 发射时间波段数运行情况
率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１ＭＳ Ｓ １ ９ ７２年７
月 １ ８

天４退役

Ｌａｎｄ ｓａｔ ２ＭＳ Ｓ １ ９７ ５年 
１
月 １ ８天４退役

Ｌａｎｄ ｓａ ｔ３ＭＳ Ｓ １ ９７ ８年 ３ 月 １ ８天４退役

Ｌａｎｄ ｓ ａｔ ４Ｍ Ｓ Ｓ 、 ＴＭ １ ９ ８２年 ７月 １ ６天 ７退役

Ｌａｎｄｓａ ｔ ５Ｍ Ｓ Ｓ 、 ＴＭ １ ９８４年 ３ 月 １ ６天 ７退役

Ｌａｎｄｓａ ｔ ７ＥＴＭ＋ １ ９９９年４月 １ ６天 ８退役

Ｌａｎｄ ｓａｔ８ＯＬ Ｉ 、 Ｔ ＩＲＳ２０ １ ３年２ 月 １ ６天 １ １运行

Ｌａｎｄ ｓａ ｔ ９ＯＬ Ｉ２ 、 Ｔ ＩＲＳ２２０２ １
年 ９月 １ ６天 １ １运行

表 ２ ．４Ｌ ａｎｄ ｓａ ｔＳ 、 ７ 、 ８影像主要波段的特征和用途

Ｔａｂ ｌｅ２ ．４Ｃｈａｒａ 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ｉｃ ｓａｎｄａｐｐ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ｓｏｆ ｔｈｅｍａ ｉｎｂａｎｄ ｓ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ａ ｔ５
，
７ａｎｄ８ ｉｍ ａｇ

ｅｓ

Ｌａｎｄｓａ ｔ５波Ｌａｎｄ ｓａｔ７波Ｌａｎｄ ｓａ ｔ８波空间

波段长范围长范围长范围用途分辨

（ ｎｍ ） Ｃ ｎｍ ） （ ｎｍ ）率

１对 水 体 有
１
定 的

４ ５ ０
－

５ ２ ０４ ５ ０ －５ ２ ０ ０ ．４５ ２ －

０ ． ５ １ ２

（ Ｂ ｌｕｅ ）透视能力 。

探 测 水 体 叶 绿 素
绿

５ ２ ０
－６００５ ２０

－６０００ ． ５ ３ ３
－０ ． ５ ９０浓 度 在 绿 波 段 中

（ Ｇ ｒｅｅｎ ）

的反射峰值 。

３０ｍ

探 测 水 体 叶绿 素
红^

 ６ ３ ０
－６９０６３ ０ －６９００ ． ６３ ６ － ０ ． ６ ７ ３浓 度 在 红 波 段 中

（ Ｒｅｄ ）

的吸收峰值 。

近红外探 测 水 体 中 生 物
７ ７ ０ －９００７７０ －９０００ ． ８ ５ １

－０ ． ８ ７ ９

（ Ｎ ＩＲ ） 含量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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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ｏｎ２数据集于 ２ ０２ ０年发布 ， 相 比较 Ｌ ａｎ ｄ ｓ ａ ｔ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１
数据集 ，

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 ｏ ｎ２数据集提高 了 几何校正和福射定标的精度 ， 特别是几何校正 的精度

有 了很大的提高 ， 采用 了新的地面控制点版本 （ ＧＣＰ ｓＰｈａ ｓ ｅ４ ） ，ＧＣ Ｐ ｓＰｈ ａ ｓ ｅ４

融 合／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８和 欧 空 局 （ Ｅｕ ｒｏｐ ｅａｎＳｐ ａ ｃ ｅＡｇｅｎ ｃ
ｙ ，Ｅ ＳＡ） 发 布 的 哨 兵２

（ Ｓ ｅｎｔ ｉ ｎ ｅ ｌ
－

２ ） 两者的控制点 ， 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 影像的几何校正精度 。 Ｌａｎｄ ｓａ ｔ

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 ｏｎ２Ｌ ｅｖｅ ｌ２数据不 同于Ｌ ｅｖ ｅ ｌ１数据 ， 其 己经经过 了 福射定标 、 几何校正

以及大气校正等预处理 ， 是地表反射率产 品 ， 所采用 的大气校正 的算法也有所

提 高 ， 处理 Ｌａｎｄ ｓ ａ ｔ８影像 的算法为 ＬａｎｄＳ ｕ ｒｆａ ｃ ｅＲ ｅ ｆｌ ｅｃ ｔａｎ ｃｅＣ ｏｄｅ（Ｌａ ＳＲＣ）

ａ ｌ

ｇｏ ｒ ｉ ｔｈｍ ， 处理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４
－７影像的算法为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Ｅｃｏ ｓｙ ｓ ｔｅｍＤ ｉ ｓ ｔｕ ｒｂａｎｃ ｅＡ ｄ ａｐ ｔ ｉｖｅ

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 ｉｎｇＳ ｙｓ ｔｅｍ（ ＬＥＤＡ Ｐ Ｓ ）ａ ｌｇｏ ｒ ｉ ｔｈｍ ， 需要注意 的是 ， Ｌ ａｎｄｓａ ｔＣ ｏ ｌ ｌ ｅｃ ｔ ｉｏｎ２

Ｌｅｖ ｅ ｌ２数据需要经过
一

定 的换算才能将像元值转换为地表反射率 ：

Ｒ
ｒ ｓ

＝
２ ． ７ ５ ｅ

－

５ ｘＶ ａ ｌｕｅ－ ０ ． ２ （ ２ ． ９ ）

式 中 ： Ｒ
ｒ ｓ为地表反射率 ，

Ｖ ａ ｌｕｅ为Ｌａｎｄｓ ａ ｔＣ ｏ ｌ ｌ ｅｃ ｔ ｉ ｏｎ２Ｌ ｅｖｅ ｌ２数据的像元值 。

ｐ ｉＨＢｆｆ

ｓ

，／

ｙｗ

 ＬＵ￣￣Ｌ Ｉ １Ｊ ｌ ｌ 丨— ＬＬｌ ｌ

ｊ
ＵＪ

Ｊ— ＼

＼
Ｊ



——





—
■
—

．

—
■
——

，

￣ Ｌ
〇

１ ９９９ ２ ００ １２ ０ ０ ３ ２ ００ ５ ２ ００ ７ ２ ００９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３ ２ ０ １ ５ ２ ０ １ ７ ２ ０ １
９ ２ ０ ２ １

图 ２ ． ２ 本研宄 中使用 的陆地卫星图像的时间分布

Ｆ ｉ
ｇｕ

ｒｅ２ ． ２Ｔ ｅｍ
ｐ
ｏ ｒ ａ ｌ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ｏ ｎ ｓｏ ｆ Ｌ ａ ｎｄ ｓ ａ ｔ ｉｍ ａ ｇｅ ｓｕ ｓ ｅｄ ｉ ｎｔ ｈ ｉ ｓｓ ｔ ｕ ｄ ｙ

对所有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进行 ３ ｘ ３ 中 值滤波 （ ＭｅｄｉａｎＦ ｉ ｌｔｅ ｒ ） 和均值滤波 （ Ｍｅ ａｎ

Ｆ ｉ ｌ ｔｅ ｒ ） ， 图像滤波是遥感 图像 处理的常用方法 ， 通过对周 围像元 的数学计算 ，

重新给 中心像元赋值 的过程 （ 韦玉春 等 ，

２ ０ １ ５ ） 。 己有研究表 明 ， 图像滤波可 以

强化空 间尺度信息 ， 突 出 图 像 的主体特征 ， 压抑无关信 息 ， 或去除 图像 的某些

信 息 ， 恢复其他信 息 。 在水体提取之前通过滤波消 除非水体像元 ， 例如湖面上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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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船 只 和 桥 梁 等 （ Ｚｈｏｕ 等 ．

，

２０ １ ９ ） 。 然 后 计 算 归
一

化 差 异 水 体 指 数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ｅｘ
，
ＮＤＷＩ ） ， ＮＤＷＩ的计算公式如下 ：

ＮＤＷＩ
＝（Ｇｒｅｅｎ

－

ＮＩＲ ）／（Ｇｒｅｅｎ＋ Ｎ ＩＲ ） （ ２ ． １ ０ ）

式 中 ： Ｇｒｅｅｎ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绿光波段反射率 ， ＮＩＲ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近红外波段反射率 。

ＮＤＷＩ是
一

种较为常用 的 区分水体与非水体的指数 ， 可 以用来提取洪湖不 同时

期的水体边界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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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遥感反演模型及时空序列重建

由 于不 同传感器和大气条件 的差异 ， Ｌａｎｄｓａ ｔ５ 、 ７和 ８的地表反射率也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由表２ ．４可 以看 出 ， Ｌａｎｄｓ ａｔ７和Ｌａｎｄ ｓａｔ８波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这使得综合建模十分困难 （ Ｒｏｙ 等 ．

，
２０ １ ６ ） ， 因此 ， 本研宄将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和 ８的样

本 区分开来构建洪湖 ＴＬ Ｉ反演模型 。 由 于实测 水质数据是在 ２０ １ ３年 以后获得 ，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在该时间段 内无可用影像 ， 无法独立建模 ， 而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和 ７波段之间 只

有细微 的差别 ， Ｃ ｌａｖｅｒ ｉ ｅ等 （ ２０ １ ５ ） 比较 了 世界各地 的 ４０００幅Ｌａｎｄｓａ ｔ５和 ７图像 ，

发现它们在 ８０％ 以上的影像 中可 以很好地匹配 ， 并且性能没有 明 显 的时 间变化 ，

所 以本研宄直接使用 Ｌ ａｎｄ ｓａ ｔ７训练好的模型来反演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影像的ＴＬ Ｉ值 。

在本章节中 ， Ｌａｎｄｓａ ｔ８的ＴＬ Ｉ反演模型的性能与 Ｌａｎｄ ｓａ ｔ７相似 ， 因此我们选

择Ｌａｎｄｓａｔ７为例来展示洪湖ＴＬ Ｉ反演模型的性能 。

３ ． １ 特征波段的选择

为 了确定ＴＬ Ｉ反演所需要的波段 ， 于 ２０２ １年 ６月 ６ 日 上午９时到下午 ３时 ， 使用

船载Ｓ １ ８ ５高速成像光谱仪 （表 ３ ． １ ） 在洪湖分布均匀的 ３ ２处水面测量 了 高光谱数

据 ， 并与 Ｌａｎｄｓａ ｔ７影像的波段进行 了 比较 （ 图 ３ ． １ ） 。 由 于水信息主要集中在可

见光和近红外波段 （ 马荣华 等 ，

２ ０ １ ０ ） ， 所 以将Ｌａｎｄｓａ ｔ影像的可见光－近红外波

段作为ＴＬ Ｉ反演的输入参数 。 根据洪湖实测高光谱数据 ， 发现在 ５ ７０ｎｍ和 ８ １ ０ｎｍ

附近有反射峰 ， 在 ６７４ｎｍ附近有 吸收 峰 ， 因此将 Ｂ（ Ｇｒｅｅｎ ）－Ｂ（ Ｂ ｌｕｅ ） 、 Ｂ

（ Ｇｒｅｅｎ ）－Ｂ（ Ｒｅｄ ） 、 Ｂ（ Ｇｒｅ ｅｎ ）－Ｂ（ Ｎ ＩＲ ） 波段差值和Ｂ（ Ｇｒｅｅｎ ）／Ｂ （ Ｒｅｄ ）

波段 比值作为输入参数 。

表 ３ ． １Ｓ １ ８５髙速成像光谱仪参数

Ｔａｂ ｌｅ３ ． １Ｐａｒａｍ ｅ ｔｅｒｓｏｆ Ｓ １ ８５ｈ ｉ
ｇ
ｈ －

ｓｐｅｅｄｉｍａｇｉ ｎｇ
ｓｐｅｃ ｔｒｏｇｒａ ｐｈ

名称光谱范围采样间隔光谱分辨率通道数

Ｓ １ ８ ５ ４５ ０？９５ ０ｎｍ ４ｎｍ ８ｎｍ １ ２ ５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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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１



蓝波段绿波段红波段近红外波段

５ 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波长 （
ｎｍ

）

图 ３ ． １ 实测光谱和Ｌ ａ ｎ ｄ Ｓ ａ ｔ ７波段范 围 （彩色线条和矩形分别代表洪湖不同水域的光谱和

Ｌ ａ ｎ ｄ ｓ ａ ｔ７波段的范 围 ）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３ ． １Ｍ ｅ ａ ｓ ｕ ｒｅｄｓ ｐ ｅ ｃ ｔｒ ｕｍａ ｎｄＬ ａ ｎ ｄ ｓ ａ ｔ７ｂ ａ ｎ ｄｒａ ｎ ｇｅ（Ｃ ｏ ｌ ｏ ｒｅ ｄ ｌ ｉ ｎ ｅ ｓａ ｎ ｄｒ ｅ ｃ ｔａ ｎ ｇ

ｌ ｅ ｓ

ｒ ｅｐ
ｒ ｅ ｓ ｅｎ ｔｔｈ ｅｓｐ ｅ ｃ ｔ ｒ ｕｍｏ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 ｅｎ ｔｗ ａ ｔｅ ｒ ｓｏ ｆ Ｈ ｏｎ ｇ

ｈ ｕＬ ａ ｋｅａｎ ｄｔ ｈ ｅｒａ ｎ ｇｅｏ ｆ Ｌ ａ ｎ ｄ ｓ ａ ｔ７

ｂ ａ ｎ ｄ ｓ
，
ｒｅ ｓｐ ｅ ｃ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

３ ． ２ 样本扩充方法

ＴＬ Ｉ作为定性描述水质 的参数 ， 具有
一

定的稳定性 ， 通常来说 ， 在 同
一

个湖

泊 中 ， 局部水体 的营养状态是大致相 同 ， 但其反射率却可能差异显 著 。 在本研

宄 中 ， 所使用 的 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波段的 空 间 分辨率均为 ３ ０ｍ ， 基于水质监测站 点 ， 我们

认为 ９０ｍ ｘ ９０ｍ范 围 内 的水体营养状态 只 有微小的差异 ， 监测站点和周边像元均

反映 了 监测站点附近 的水质情况 ， 所 以 ， 我们利用 ４邻域法来假设监测站点周边

像元的ＴＬ Ｉ值是相 同的 （ 图 ３ ． ２ ）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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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ｋ
３ ０ｍ

－ ９０ｍ ？

图 ３ ． ２ 样本扩充过程 （假设Ａ 、 Ｂ 、 Ｃ和Ｄ与 中心像元营养水平大致相 同 ）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 ２Ｓ ａｍ ｐ

ｌ ｅｅ ｘ
ｐ
ａ ｎ ｓ ｉｏ ｎ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
（
Ａ

，
Ｂ

，Ｃ ，
ａ ｎ ｄＤｗ ｅ ｒ ｅａ ｓ ｓ ｕｍ ｅｄ ｔｏｂ ｅａ ｐ ｐ ｒｏ ｘ ｉｍ ａ ｔ ｅ ｌ

ｙ
ｔ ｈ ｅ

ｓ ａｍ ｅａ ｓｔ ｈ ｅｃ ｅ ｎ ｔ ｒａ ｌ

ｐ
ｉ ｘ ｅ ｌｔ ｒｏ ｐ

ｈ ｉ ｃ ｌ ｅｖｅ ｌ
）

由 于水质监测站点周 围 像元的反射率 多 多少 少存在着差异 ， 所 以每个像元

都可作为独立 的样本输入到 ＴＬ Ｉ反演模型 中 ， 这并不是原始样本的复制 品 。 因此 ，

将相邻像元作为样本 ， 不仅可 以减少反射噪声 ， 还可 以增加样本数量 。 同时 ，

在本研 究 中所使用 的径 向基 函 数神经 网络模型 本质上是
一

种数据驱动 的半经验

模型 ， 其训练是否充分取决于实测 水质 数据 的 质 量和数量 ， 样本扩充方法可 以

增 加模 型 的 稳定性 和 鲁棒性 ， 即 训 练数据 越 多 ， 模型 的 训 练越好 （ Ｍ ｕ ｌ ｌ ｉｎｇ］

Ｍ ｅ ｓ ｓａ ｃ
，
２００６ ） ， 从而使模型更加稳定 。

３ ． ３ 约束因子的选择

由 于湖泊受到温度 、 日 照和降水等环境 因素的影响 ， 藻类生长具有
一

定 的

季节性和周 期性特征 （ Ｌ ｉ ｕ 等 ．

，
２０２ １ ） 。 对中 国

一

些 内 陆湖泊 的 多项研宄中表 明

（ 吴奇丽 等 ，
２ ０ １ ９

；Ｚｈ ａ ｎｇ 等 ．

，
２ ０ １ ９

； 杨威 等 ，
２０ １ ２ ） ， 在冬季气温低 、 光照弱 的

时期湖泊 中 的 叶绿素 ａ浓度
一

般达到最低 ， 随着春季气温的逐渐升高 ， 湖泊 中藻

类 的生长速度也逐渐加快 ， 到 了 夏季气温高 、 光照强 的时期 ， 湖泊 中 叶绿素 ａ浓

度也随之达到最高 。 因 为湖 泊 中 藻类 的生长和污染物 的浓度 会受到温度和 水位

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 Ｊ ｉ 等 ．

，

２０２ ］
；Ｃｈｅｎ 等 ？

，

２ ０２０
；Ｂ ｅ

ｊ
ａｏｕ ｉ 等 ．

，
２０ １ ６ ） ， 所 以在

以往 的研究 中 ， 针对某
一

时 间所建立的水质反演模型 只 能适用 于该特定时 间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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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推广应用于其他时 间和季节 的水质反演 。 这是 由于在这些模型 中 ， 输入端

只输入遥感波段信息 ， 如果把不 同时期不 同季节的样本输入模型而不加 以约束 ，

就会降低模型的精度 。 本研究 旨在建立
一

个
一

年 四季都通用 的ＴＬ Ｉ反演模型 ， 所

以在模型 的输入端 中 ， 除 了遥感波段信息外 ， 同时考虑加入本地 同期 的气温和

水位数据作为约束因子 ， 以提高水质反演模型在不 同时期的适用性 。 之前 ， 本

单位开展过类似研究 ， Ｌ ｉｕ等 （ ２０２ １ ） 利用 哨兵 ２号影像构建 了武汉市湖库水质

参数反演模型 ， 并将影响藻类生长的环境特征的月 份参数ｋ引入模型 中 ， 结果表

明 ， 与传统的水质反演模型性比 ， 加入ｋ参数的模型表现得更好 ， 模型精度显著

提高 。 表 明 引 入 了 时 间 因子或随时 间变化的水文气象因子可能有利于提高水质

反演模型的通用性 ， 是
一

种建立通用性水质遥感反演模型的新思路 。

考虑到气温和水位对湖泊水质 的影像存在 了
一

定 的滞后和累积效应 ， 所 以

本文将卫星过境时近 ３天的洪湖气温或水位值的加权平均值来作为ＴＬ Ｉ反演模型

的气温和水位约束参数 ， 与遥感波段反射率信息
一

起同时输入模型进行学 习 训

练 ：

＾
＝

３ ７
〇
＋ ２ ７

ｉ
＋ ７

２

 （ ３ ． １ ）

６

式中 ： Ｔ代表模型 中 的输入气温或水位数据 ， Ｔｏ为当天气温或水位数据 ， ｉｎ为前

一

天气温或水位数据 ， ｔ２为前两天气温或水位数据 。

３ ． ４ＴＬ Ｉ 反演模型的构建

径 向基神经网络 （ Ｒａｄ ｉａｌＢ ａｓ ｉ 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ＢＦＮＮ ） 是
一

种

性能 良好的前 向 网络 ， 具有最佳逼近 、 训练简洁 、 学习 收敛速度快 以及克服局

部最小值 问题等性能 ， 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 记忆能力 、 非线性拟合能力

以及强大的 自 学 习 能力 ， 而且学习 规则简单 ， 便于计算机实现 （ 陈明 ，

２０ １ ３ ） 。

因此 ， 利 用 ＲＢＦＮＮ模型来反演水 质 参数是可行 的 （ Ｌ ｉｕ 等 ．

，

２０２ １
；Ｚｈｏｕ 等 ．

，

２０ １ ９ ） 。

基于ＲＢＦＮＮ的ＴＬ Ｉ反演模型步骤如下 ：

（ １ ）ＲＢＦＮＮ模型 的输入参数包括Ｌａｎｄｓａｔ对应站点 的遥感反射率值 、 气温

和水位数据 ， 输 出参数为实测 ＴＬ Ｉ值 （ 图 ３ ． ３ ） ， 并确保所有参数在时 间和空 间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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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
一

致的 。

（ ２ ）Ｌ ａｎｄ ｓ ａ ｔ７影像所对应的水质 数据共计 ３ ２ ２条 ， 将其根据 ３ ：１ 的 比例分为

训练数据集和验证数据集 。 并将模型被分成 ａ 、 ｂ 、 ｃ和 ｄ四组 ， 如表３ ． １所示 。

（ ３ ） 将训练样本 的输入参数与输 出参数 归
一

化 为 －

１至 １ ， 可 以使样本在相

同 的幅度下提高收敛速度与模型泛化能力 。

（ ４ ） 利 用 ＲＮＦＮＮ分别对 （ ａ ） 、 （ ｂ ） 、 （ ｃ ） 、 （ ｄ ） 四 个模型进行训 练 ，

并利用 决定系数 （ 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ｏｆＤｅ ｔｅ ｒ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Ｒ

２

） 和均方根误差 （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
ｒｅＥ ｒｒｏｒ

，ＲＭ ＳＥ ） 来对不 同模型反演 出 的ＴＬ Ｉ值与 实测Ｔ Ｌ Ｉ值进行精度检验 ，

Ｒ
２

值越高 ， ＲＭ ＳＥ值越小 ， 说 明 反演 的 ＴＬ １值越接近实测 的 ＴＬ Ｉ值 ， 模型 的预测

功能越稳定 ， 反之模型 的性能越差 。 Ｒ
２

与 ＲＭ ＳＥ的计算公式如下 ：

／？

２
＝

５５ Ｒ

＝
／ ｃ ｏ ｖ

（Ｍ ）
Ｘ

２

 （ ３ ． ２ ）

ＳＳＴ＼ａｘａｙ）

ＲＭＳＥ ｙｄ
２ （ ３ ． ３ ）

式 中 ： ｎ为样本数量 ， ｉ 为单个样本点 ， ｘ和 ｙ分别表示反演的 ＴＬ Ｉ值和 实测 ＴＬ Ｉ值 ，

Ｓ ＳＲ为 回 归平方和 ， Ｓ ＳＴ为总平方和 。

（ ５ ） 根据所得到的最优模型 ， 反演 的 到洪湖 的 ＴＬ Ｉ分布 图 。

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

＾

＾

＼

模型 ａ
，
模型 ｃ遥感反射率

＾

ｒ
—

＾
＼

＼

□
二

Ｉ＃３

图 ３ ． ３ 径 向基神经网络的结构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 ３Ａ ｒ ｃ ｈ ｉ ｔｅ ｃ ｔ ｕ ｒ ｅｏ ｆ  ｔ ｈ ｅｒ ａ ｄ ｉ ａ ｌｂ ａ ｓ ｉ ｓ ｆ ｕ ｎ ｃ ｔ ｉｏ ｎｎ ｅ ｕ ｒ ａ ｌｎ ｅ ｔｗ ｏ ｒ ｋ
 （
Ｒ Ｂ ＦＮＮ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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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不同的ＴＬ １反演模型

Ｔ ａｂ ｌ ｅ３ ． １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ＴＬ Ｉｒｅ ｔ ｒ ｉ ｅｖ ａ ｌｍ ｏ ｄ ｅ ｌ ｓ

ＳＩ样本数量样本扩充气温和水位数据

ａ ３ ２ ２无 无

ｂ ３ ２ ２无有

ｃ １ ６ １ ０有无

ｄ １ ６ １ ０有有

３ ． ５ＴＬ Ｉ 反演模型的结果

８ ０ ．



７
｜

８ ０

１



７ １

？

？

模型⑷／ 模型 （
ｂ

）／
？ 测试

？

／？／
．

？
．

ＲＭＳ刚  ７

 ？． ｘ

ＲＭＳ Ｅ
＝
６ ． ０ Ｉ

ｉ

° ？ ４０ 
■

／？验证 （
ｎ
＝
８０

丨
ｚ ＃验证 （

ｎ
＝
８０

＞

／ ＲＭ ） ＾＾

＾

 Ｒ＾ ． ３ ６８

／
ｉ ：

ｎ ｐ
ｉ ． ｉ ＲＭ Ｓ Ｅ

＝
１ ０ ． ２３ ７ ／ ＲＭ Ｓ Ｅ

＝
８ ０６４

２ ０＾ ６ １

；

１



，



，



，



．



２０
本
― ｌ

；

丨



， ．

 ，
．

２ 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２０ ４ ０ ６０ ８０

实测 Ｔ Ｌ Ｉ 实测 ＴＬ Ｉ

８０８０
ｎ


／ ／

ｉ ｌ
ｌ

ｌ练 （
ｎ
＝

丨 ２ １ ０
＞模型 （

Ｃ
） ？， ｉ

？
ｌ练

（
ｎ
＝

１ ２ Ｉ Ｏ
＞措

＇

Ｒ
：

德 １ ／ ＲＭ ） ８ １ Ｉ
紙Ｗ？ｚ

．
■ＲＭ ＳＥ

＝

５ ． ５ ３４ａ
ｆ ．

ＲＭ Ｓ Ｅ＝４ ００３ 審丨 

｜？

验证⑴ ＝

４００
）

，？ ３ｆｔ ｉ￡
（
ｎ
＝
４００ ）

／
＃ Ｒ＾Ｍ／ Ｒ

２
＝
０ ．

７ ３ ８

， ， ＲＭＳ Ｅ
＝

５ ６８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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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ＲＭＳ Ｅ
＝
４ ７ ２２

： 〇
， ｌ

ｉ ｎｅ １ ： １
（



ｉ

 ：〇
， ｌ ｉ ｎ ｅ １ ： １

（



ｉ



２０ ４ ０ ６０ ８０ ２ 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实测 ＴＬ Ｉ 实测 ＴＬ Ｉ

图 ３ ． ４ 基于不同模型的实测 －反演ＴＬ Ｉ散点 图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 ４Ｓ ｃ ａ ｔ ｔ ｅ ｒｄ ｉ ａ ｇｒａ

ｍｏ ｆｍ ｅａ ｓ ｕ ｒ ｅｄ －

ｒｅ ｔ ｒ ｉ ｅｖｅｄＴＬ Ｉｂ ａ ｓｅｄｏ ｎ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ｍ ｏｄ ｅ ｌ ｓ

２ ６





第三章 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遥感反演模型及时空序列重建


四个模型 ａ 、 ｂ 、 ｃ 、 ｄ的训练与验证结果如 图 ３ ．４所示 ， 从训练样本上来看 ，

模型 （ ａ ） 和模型 （ ｂ ） 的Ｒ
２

相对较高 ， 分别为 ０ ． ５ ６２和 ０ ． ７ １ ８ ， 然而它们 的验证样

本显示其预测精度较低 ： 模型 （ ａ ） 的Ｒ
２

和ＲＭＳＥ值分别为 ０ ． １ ５４和 １ ０ ．２３ ７ ， 模型

（ ｂ ） 的分别为０ ． ３ ６８和 ８ ． ０６４ ， 远离 １ ： １线 ， 离散程度高 。

模型 （ ａ ） 和 （ ｂ ） 的训练样本精度远远大于验证样本精度 ， 说明模型 （ ａ ）

和 （ ｂ ） 的预测性能差 ， 均 出现了过拟合现象 ， 只 能在局部数据中达到较高精度 ，

并不能用于反演ＴＬ Ｉ 。 另
一

方面 ， 模型 （ ｃ ） 和模型 （ ｄ ） 都经过了样本扩充处理 ，

虽然在训练样本的精度上没有提高 ， 但是验证样本精度显著提高 ， 也更接近 １ ：１

线 ， 表明模型所得到的反演ＴＬ Ｉ值接近实测 ＴＬ Ｉ值 ， 消 除 了 模型 的过拟合现象 ，

能够很好的反演ＴＬ Ｉ 。

与模型 （ ｃ ） 相 比 ， 模型 （ ｄ ） 在ＴＬ Ｉ反演模型 中增加 了 气温和水位数据作为

约束因子 ， 使得模型训练精度更高 ， 模型 （ ｄ ） 的验证样本精度也有所提高 ， 拟

合线更接近 １ ： １线 。 根据验证样本得到 的ＲＭＳＥ值比较 ， 四个模型 的预测误差依

次为模型 （ ｄ ）＜模型 （ ｃ ）＜模型 （ ｂ ）＜模型 （ ａ ） 。 换句话说 ， 从模型验证精度

来看 ， 模型 （ ｄ ） 是最佳模型 ， 其验证样本 的Ｒ
２

为 ０ ． ７ ３ ８ ， ＲＭＳＥ值为４ ． ７２２ ， 显

著低于其他模型 。 结果表 明 ， 样本扩充可 以减少模型 的过拟合现象 ， 同时在水

质 反演模型 中加入气温和水位数据作为约束 因子可 以在
一

定程度上提高模型的

精度 。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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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

４ ． １ 洪湖 ＴＬ Ｉ 空间分布情况

根据第三章所得到 的既考虑 了 气温与水位数据 ， 又经过 了样本扩充的最优

模型 （ ｄ ） ， 反演 了 洪湖 １ ９９９年 １ ２月 至 ２０２ １年 １ ０月 的 ＴＬＩ值 ， 然后根据每个季节

进行分类 ， 即上
一

年 １ ２月 至 ２月 为冬季 、 ３ 月 至 ５月 为春季 、 ６月 至 ８月 为夏季 、 ９

月 至 １ １ 月 为秋季 。 由于洪湖不 同时期水位 、 水生植被生长和管理政策 （ 如 围湖

造 田 、 筑堤等 ） 的差异 （ 厉恩华 等
，

２０ １ ９ ） ， 洪湖水域边界也在变化 ， 因此 ， 只

考虑纯水像元的 ＴＬ Ｉ 。 结果表 明 ， 洪湖ＴＬ Ｉ值在 １ ０
－

９０之 间 ， 大 多 数在 ２０
－

７０之 间

（ 图 ４ ． １ ） ， 表明洪湖整体处于 中营养和轻度富营养状态 。

从图 ４ ． １来看 ， 洪湖 的水质在 ２０００年代初有所恶化 ， 随后有所改善 ， 但是在

最近十年有加速恶化的趋势 。 此外 ， 研宄结果显示洪湖水质 冬季相对较好 ， 夏

季相对较差 ， 水体富营养化情况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 。 在空 间变化方面 ，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３年夏季 以及 ２００ １年 、 ２００４年 、 ２０ １ ６年 、 ２０ １ ９年和 ２０２ ０年的秋季 ， 在洪

湖西北部水域 出现 了 大面积 的水体富营养化 区域 ， 而南部水域的 富营养化程度

整体相对较低 ， 并且主湖 区水质相对较好 ， 近岸处富营养化程度相对较高 。

根据 图 ４ ． １ 与表 ２ ． ２ ， 对所得到的洪湖 ＴＬ Ｉ进行分类统计 了 富营养化状态面积

百分 比 （ 图 ４ ． ２ ） 。 结果表明 ， 在 ２００３年 以前 ， 洪湖水质主要 以 中 营养为主 ， 富

营养水体面积平均不足 ３ ０％ ， 但是在 ２００３ －２００ ５年期 间 ， 洪湖 的富 营养化程度相

对较高 。 ２００４年冬季和 ２００５年夏季轻度富营养化面积分别 占总面积 的 ８ ８ ． ３％和

６７％ 。 随后洪湖水质得到
一

定 的改善 ， 在 ２００６ －２０ １ ４年期 间 ， 富营养化水体的平

均面积仅 占 ３０％ ， 其 中在 ２００９年夏季和秋季富营养化水体 的平均面积百分 比最

高 ， 分别达到 了 ５４％和 ７ ５％ 。 然而 ， 自 ２０ １ ３年 以来 ， 洪湖 富营养化速度逐渐增

力口 ， 洪湖 的水质 已经严重恶化 ， 水体 以轻度富营养化为主 ， 而且在 ２０ １ ８年后洪

湖 出现了 大面积的 中度富营养化区域 。 ２０２ ０年春季 ， ７ ３ ． ６％的水体面积为 中度富

营养 。 可 以看 出 ， 近五年来 （ ２０ １ ７
－２０２ １年 ） 洪湖的富营养化更加严重 ， 已 由轻

度富营养化湖泊变为 中度富营养化湖泊 。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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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２ 洪湖 Ｔ Ｌ １ 时间分布情况

ＳＴＬ （ Ｓ ｅ ａ ｓｏｎ ａ ｌ

－Ｔ ｒｅｎｄｄｅ 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ｐ

ｒｏ ｃ ｅｄｕｒｅｂ ａ ｓ ｅｄｏｎＬ ｏ ｅ ｓ ｓ ） 是
一

罕中时 Ｉ

、

司序

列分析方法 ， 某时刻 的洪湖ＴＬ Ｉ反演值分解为周期项 （ ｓ ｅ ａ ｓｏｎ ａ ｌｃｏｍｐ ｏｎｅｎ ｔ ） 、 趋

势项 （ ｔｒｅｎｄｃ ｏｍｐｏｎ ｅｎ ｔ ） 和残差项 （ ｒｅｍ ａ ｉ ｎｄ ｅ ｒｃｏｍ ｐ
ｏｎ ｅｎ ｔ ） （ Ｃ ｌ ｅｖ ｅ ｌ ａｎｄ等 ．

，

１ ９ ９０ ；

Ｑ ｉａｎ等 ．

，

２０００ ） ：

Ｒ ｅ ｔｒ ｉ ｅ ｖｅｄＴ Ｌ Ｉ＝Ｓｅａｓ ｏｎａ ｌ＋Ｔｒｅｎｄ＋Ｒ ｅｍａ ｉｎｄ ｅｒ （ ４ ． １ ）

对洪湖 ＴＬ Ｉ反演结果 分不 同湖 区 （ 西北部 、 南部 、 东北部 ） （ 图 ２ ． １ ） 取平均值 ，

并作 ＳＴＬ时 间序列 分析 （ 图 ４ ． ３ ） ， 由于 ２ ００ ７年 、 ２ ０ １ ４年 、 ２ ０ ２ １ 年春季 ， ２ ００ ８年 、

２ ０ １ １ 年 、 ２ ０ １ ２年夏季 和 ２ ０ １ ２年秋季没有可用 的 图像 ， 因此缺失 的部 分是通过对

前
一

年和下
一

年 同
一

季节的 ＴＬ Ｉ数据进行线性插值来估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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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３ 不 同湖区 的时间变化特征

Ｆ ｉ

ｇ
ｕ ｒｅ４ ．３Ｔｅｍ ｐ ｏ

ｒ ａ ｌｖ ａ ｒ ｉ ａ ｔ ｉ ｏ ｎｃ ｈ ａ ｒ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ｏ 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 ｌ ａ ｋ ｅａ ｒｅ ａ ｓ

就空 间 差异性而 言 ， 洪湖西北部水域相对来说水质 最差 ， ＴＬ Ｉ平均值相 对较

高 ， 南部水域相对来说水质最好 ， ＴＬ Ｉ平均 值相对较低 ， 这种 水质 差异可能是 由

于洪湖北部与 四湖总干渠相连 ， 北部入湖 区较多 ， 大量 的农业和工业废 水排放 ，

而洪湖南部与长江通过排水 闸 相 连接 ， 南部的工业设施和农 田 也相 对较少 （ Ｌ ｉ

等 ．

，
２ ０ １ ９

；Ｇ ｕ ｉ和Ｙｕ
，２ ００ ８ ） 。 从季节项可 以看 出 ， 洪湖 整体夏季ＴＬ Ｉ最高 ， 水质

最差 ， 冬季最好 ， 而西北部 和南部水域水质秋季最差 ， 冬季最好 ， 东北 水域夏

季水质 最差 ， 冬季水质 最好 。 从趋势项可 以看 出 ， 洪湖水质 经历 了 三个阶段的

变化 ， 即 从 ２ 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 ５年 ， ＴＬ Ｉ逐渐增 加 ， 洪湖 水质 缓慢恶化 ； 从 ２ ００ ５年至

２ ０ １ ３年 ， 洪湖 水质 略有改善 ， 这可能与 ２ ００ ５年实施 的
“

洪湖湿地保护 和恢复示

范工程
”

项 目 有关 （ 厉恩华 等 ，
２０ １ ９

；Ｂ ａｎ 等 ．

，
２ ０ １ ４

；Ｍ ｏ 等 ．

，
２ ００９ ） 。 然而 ， 在

２ ０ １ ３年 以后 ， 洪湖 水质迅速恶化 ， 最近三年 （ ２０ １ ９
－

２ ０２ １ 年 ） 的平均 ＴＬ Ｉ 值 为 ６０ ，

属于 中 度富 营养化类 别 ， 表 明 洪湖 己 由轻度富营养化湖泊转变为 中 度富 营养化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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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 。

４ ． ３ 驱动洪湖富营养化的潜在原 因

洪湖是长江 中 下游江汉平原典型的浅水湖泊 ， 其湿地资源丰富 。 从上世纪

５ ０年代 以来 ， 洪湖经历 了 
３次大规模的 围湖造 田 ， 同时伴随着堤坝和水利设施的

大规模修建 ， 这也深刻 的改变 了 洪湖 的生态系统 ， 洪湖水体面积大幅度缩减 ，

与江河连接受阻 ， 基本沦为
一

个封闭性的湖泊 （ 厉恩华 等
，

２ ０ １ ９ ） 。

２ ０００年 以来 ， 在
一

系列人为 因素与气 象 因素的影响下 ， 洪湖 富营养化程度

起伏变化 ， 但２ ０ １ ３年 以来 ， 洪湖 富营养化程度逐渐加快 ， 且未见好转迹象 ， 本

研 究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角 度考虑 ， 分析导致洪湖富营养化变化的可能 原

因 （ 图 ４ ．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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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４２ ０ ００ －

２ ０ ２ １年洪湖ＴＬ Ｉ趋势与事件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４ ．４Ｈ ｏ ｎ ｇ
ｈ ｕＴＬ ＩＴ ｒ ｅ ｎ ｄ ｓａ ｎ ｄｅｖｅ ｎ ｔ ｓｆｒｏｍ２ ０ ００ｔｏ２ ０ ２ １

（
ｉ

） 围 网养殖

２ 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 期 ， 洪湖 引 进 了 围 网养殖项 目 ， 当时 围 网养殖作 为先进 的

生产方式 ， 可 以防止湖泊 的沼泽化 。 而 由 于水产养殖业 的收入提高 ， ２ ０世纪 ９ ０

年代 以后 ， 大量商人涌 入洪湖 ， 组成
“

围 网大军
”

， 插竿 围 网 ， 养殖业开始无

序发展 ， 由 小规模 的养鱼逐步发展为大规模 的 围 网 养殖 。 到 了 
２ ０００年 以后 ， 洪

湖 围 网养殖现象越演愈烈 ， 围 网面积 占整个水面的 ７０％ （班璇 等
，

２ ０ １ ０ ） ， 随之

而来 的就是严重 的 水污染 ， 水生环境遭到破坏 。 围 网养殖严重破坏 了沉水植被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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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 ， 由于渔民的过度打捞和养殖鱼类 、 蟹类规模的不断扩大 ， 导致洪

湖水生植被面积锐减 、 沉水植物净化水体的能力也严重下降 ， 养殖投放的饵料

及养殖鱼类 、 蟹类的排泄物剧增 ， 水体中 的有机物和营养盐浓度上升 ， 洪湖水

质从ＩＩ类恶化为 ＩＶ类 ， 甚至最差的时期达到 了劣乂类 （杜耘 等 ，

２００５ ） 。

２００５年起 ， 洪湖实施
“

湿地保护和恢复示范工程
”

项 目 ， 同时开始拆除围

网 ， 到 了 ２００６年年 ， 洪湖围 网养殖面积 已经减少到 了全湖面积的 ２０％左右 （王

学雷 等
，

２００８ ） ， 洪湖水质 明显有所好转 。 而２００９年洪湖围网养殖面积有所反弹 ，

截至２０ １ ６年 ， 洪湖 围网养殖面积 占 比约为 ３４％ ， 导致水质略有下降 ， 所 以为了

恢复洪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 相关部 门于２０ １ ６年决心彻底拆除围 网 ， 并于 ２０ １ ７

年全面实行禁渔措施 。

但２０ １ ６年洪湖彻底拆除 围网 以来 ， 水质情况不仅没有改善 ， 水体富营养化

情况反而愈发严重 ， 可能的原 因是长期的 围 网养殖使洪湖
“

积劳成疾
”

， 围网

养殖带来 的大量的营养物质沉积到底泥 中 ， 气象因子 （ 如风浪 ） 和气候变化

（ 如洪水 ） 等因素会使洪湖底泥中营养物质重新释放出来 ， 带来 内源污染 。 同

时围 网养殖也对水生植被带来 了系统性的破坏 ， 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 的初级生

产者 ， 水生植被也影响着湖泊的富营养化 （Ｘｕ 等．

，

２０２ １ ） 。 浮游植物可 以通过

它们的根部吸收污染物 （ Ｓｐａｎｇｌｅｒ 等 ．

，

２０ １ ９ ） ， 而沉水植物可 以利用它们的叶子

和根部清除污染物 （Ｙａｎｇ 等．

，

２０２０ ） ， 从而改善水质 。 此外 ， 水生植物可 以为

许多水生动物提供食物 、 栖息地和产卵场 ， 并在改善水环境和维持生态功能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宋辛辛 等
，

２０ １ ６ ） 。 但是截至２０ １ ８年 ， 洪湖挺水植被面积从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的 １ ２７平方千米减少到 了 １ ４平方千米 ， 沉水植被面积从２３ ３平方千米

减少到 了
１ ３ ３平方千米 （ 厉恩华 等 ，

２０ １ ９ ） ， 而在近两年以来更是很难在洪湖看

到沉水植被 。 长期的 围 网养殖给洪湖湿地生态系统带来了深远的影像 ， 想要恢

复其生态环境还需要遥感技术的长期监测和相关部门正确的管理与决策 。

（
２
）
气候变化

相关研宄表明 ， １ ９６０年至２０ １ ７年 ， 洪湖地区共有 １ ４次的极端气候事件 ， 平

均每５年就会出现
一

次 （厉恩华 等 ，

２０ １ ９ ） ， 极端气候频繁的发生 ， 会给洪湖湿

地生态环境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 其中 ２０ １ １年春季洪湖受干旱的影响较大 ， 洪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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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位大幅度降低 ， 导致大范围的浅滩 出露导致湖水面积减少月 三分之
一

， 而

出露的部分分布着大量的水生植被生长区 ， 短期的水位降低会导致出露水面的

沉水植被千枯死亡 ， 对水生植被造成破环 。 但也有相关研宄表示 ， 水位的降低

会使湖泊底泥得到充分的照射 ， 其理化性质会得到改善 ， 有利于水生植被的多

样性与种群优势的变化 ， 进而影响洪湖水环境的改善 （刘昔
，

２０２ １ ） 。

２０ １ ６年夏季 ， 受降雨量的影响 ， 洪湖水位持续升高 ， 造成洪涝灾害 ， ７月份

出现了最高水位２６ ． ９９米 ， 超过了保证水位２６ ． ９７米 。

一

方面 ， 洪水将洪湖周边的

营养物质冲入湖 中 ， 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 ， 导致水质迅速恶化 ， 透明度显著

降低 。 另
一

方面 ， 洪水带来的髙水位会淹没水生植被 ， 太阳光难以照射到湖底 ，

导致湖区 内 的水生植被腐烂死亡 ， 而植被残骸又残留在湖泊 中造成 内源污染 ，

进
一

步加剧了洪湖水质 的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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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５ ． １ 主要结论

本研宄基于径 向基神经 网络模型 ， 利用 １ ７８景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反演 了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２ １年洪湖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 并分析 了洪湖富营养化程度的时空变化情况 。

本文主要结论有 ：

（ １ ） 在洪湖ＴＬＩ遥感反演模型 中 ， 通过在模型输入端加入 了 同步的气温和

水位数据 ， 使得模型季节通用性得 以体现 ， 而且显著提高 了模型的精度 。 该方

法可 以为其他典型季节性 内陆湖泊 的遥感水质反演研宄提供新的思路 。

（ ２ ） 使用 了样本扩充的方法来构建模型 ， 具体而言 ， 就是将水质监测站点

周边的像元也视为独立的标签样本输入到水质反演模型中 ， 大幅地增加 了模型

的训练样本规模 ， 从而有效地避免模型 出现过拟合 问题 ， 增强 了模型反演结果

的稳定性与鲁棒性 。

（ ３ ） 反演结果空间上显示 ， 总体而言洪湖南部水域的水质相对较好 ， 北部

水域相对较差 ， 通过对 已有研宄的调研 ， 其原 因可能在于北部存在较多 的农 田

以及更频繁的人类活动 。

（ ４ ）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 ， 洪湖的富营养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 即

夏秋季节ＴＬ Ｉ偏高 ， 而冬季ＴＬＩ值相对较低 。 其中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洪湖水质平稳

过渡 ， 缓慢恶化 ，
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 １ ３年 ， 洪湖水质略有好转 ， 但从２０ １ ３年之后 ， 洪

湖富营养化趋势逐渐加快 ， 水质迅速恶化 ， 己 由轻度富营养化湖泊转变为中度

富营养化湖泊 。

５ ．２ 主要创新点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如下 ：

（ １ ） 提出 了基于径 向基神经网络模型改进的ＴＬ Ｉ反演模型 ， 与传统的 内陆

水体水质遥感反演模型相 比 ， 改进的ＴＬＩ反演模型中在输入端加入了 同期的气温

和水位数据 ， 显著提高了 

ＴＬ Ｉ遥感反演模型的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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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提出 了
一

种 了样本扩充的方法 ， 大幅地增加 了模型的训练样本规模 ，

从而有效地避免模型 出现过拟合 问题 ， 增强了模型反演结果的稳定性与鲁棒性 。

该方法可以在其他 内 陆湖泊 中 的水质遥感进行推广 。

（ ３ ） 利用建立的模型 ， 对洪湖 ２０年来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ＴＬ Ｉ进行 了反演

和制 图 ， 得到了系列 图谱 ， 在此基础上对ＴＬＩ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 ， 初步揭示了

近２０年来洪湖富营养化程度的演变趋势 ， 其 中 ２００５年与 ２０ １ ３年为洪湖水质改变

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 相关成果期望能为相关部 门管理与修复洪湖湿地生态环

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

５ ． ３ 不足与展望

水体富营养化是全球范围 内普遍存在的水环境 问题 ， 与全球生态系统与人

类健康息息相关 。 本文利用遥感数据对洪湖富营养状况进行 了长时间序列的反

演和重建 ， 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 了洪湖富营养状况的时空变化特征 、 趋势和原

因 ， 取得了
一

定的进展 。 但研究中仍有
一

些不足 ， 需要进
一

步的深入研宄 ：

（ １ ） 本文在洪湖 ＴＬＩ的反演 中 ， 为 了 重建长时 间 的变化系列 ， 使用 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 的 ３个不 同卫星遥感数据 ， 虽然涉及到的这些传感器的对应波段的

设置大致相 同 ， 但是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 本文对此并未作校准 ， 只通过现有的

研宄进行 了论证 ， 这可能也会给结果带来
一

定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 这是需要进

一

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

（ ２ ） 在实际中 ， 受实测水质数据和过境时间 的限制 ， 很难获取获取二者在

时间完全同步的样本对 ， 严格来说 ， 所使用 的样本并不是非常标准的标签样本 ，

这也是造成模型存在
一

定误差的可能原 因之
一

。 期待将来有关部 门建立更多 的

地面水质浮标监测网点 ， 从而获取更多标准的标签样本 ， 进
一

步提高水质遥感

的精度 。

（ ３ ） 驱动洪湖富营养化状态变化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 本文只对围网养殖、

水生植被的消退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等原 因进行了定性的描述和初步分析 ， 讨论

的不够全面 ， 还不足以透彻分析洪湖水质变化的具体原因 。 在下
一

步的研究中 ，

期望收集更多的气象因子和湖泊流域 内其他人为活动数据 ， 并进行
一

个定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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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同时对水生植被的生物量作遥感定量反演 ， 期望找 出其与水质之间的具体

相关关系 ， 揭开洪湖富营养化演变之谜 ， 从而为洪湖 的管理与修复开 出有效的

“

药方＇

４３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的近 ２０ 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吋空序列重建研究


４４





参考文献


参＃文献

班璇 ，
余成 ， 魏珂等 ． 围 网养殖对洪湖水质的影响分析 ［

Ｊ
］

． 环境科学与技术 ，

２０ １ ０
，
３ ３ ：１ ２５

－

１ ２９ ．

陈 明 ． ＭＡＴＬＡＢ 神经网络原理与实例精解 ［
Ｍ

］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陈小锋
，
揣小 明 ，

杨柳燕 ． 中 国典型湖区湖泊富营养化现状、 历史演变趋势及成因分析 ［
Ｊ
］

． 生

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

２０ １ ４
，
３０ ： ４３ ８４４３ ．

杜耘
， 陈萍 ，

ＳＡＴＯ 等 ． 洪湖水环境现状及主导因子分析 ［
Ｊ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０５
，１ ４ ：

４８ １
－４８５ ．

段广拓 ．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水环境参量反演算法研究与应用 ［
Ｄ

］

． 深圳 ． 中 国科学院大学

（ 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 ，
２０ １ ９ ．

段洪涛 ，
于磊 ，

张柏等 ． 查干湖富营养化状况高光谱遥感评价研宄 ［
Ｊ
］

． 环境科学学报 ，
２００６ ：

１ ２ １ ９－

１ ２２６ ．

高泽润 ． 基于 ＥＴＭ＋影像的洞庭湖水体富营养化监测研宄 ［
Ｄ

］
． 中南大学 ， ２０ １ ２ ．

何报寅 ， 张文 ，
乔晓景等 ． 基于 ＦＯＡ－ＳＶＭ 方法的长江中游悬浮物浓度遥感反演研宄

［
Ｊ
］

． 长江

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５
，
２４ ：６４７ －６５２ ．

姜波 ． 基于传统经验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的水色遥感反演对比研宄 ［
Ｄ

］
． 烟台 ． 中 国科学院大

学 （ 中 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所 ） ， ２０２ １ ．

金相灿 ． 中 国湖泊环境 ［
Ｍ

］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李德仁 ，
张洪云

，
金文杰 ． 新基建时代地球空 间信息学的使命 ［

Ｊ
］

． 武汉大学学报 （ 信息科学

版 ）
，
２０２２ ：１

－

１ ０ ．

李子成 ， 邓义祥 ，
郑丙辉 ． 中 国湖库营养状态现状调查分析 ［

Ｊ
］

． 环境科学与技术 ，
２０ １ ２

，
３ ５ ：２０９

－

２ １ ３ ．

厉恩华 ， 蒲云海 ，
王学雷等 ． 洪湖湿地植物多样性研宄与保护 ［

Ｍ
］

．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９

厉恩华 ， 杨超 ， 蔡晓斌等 ． 洪湖湿地植物多样性与保护对策 ［
Ｊ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２ １

，３ ０ ：

６２３ －６３ ５ ．

刘文雅
，
邓孺孺 ， 梁业恒等 ． 基于辐射传输模型的巢湖叶绿素 ａ 浓度反演

［
Ｊ
］

． 国土资源遥感 ，

２０ １ ９
，
３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０ ．

４５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的近 ２０ 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序列重建研究


刘昔 ． 基于流域尺度水环境污染特征的洪湖湿地演化及稳态转化研宄 ［
Ｄ

］
． 北京 ． 中 国科学院

大学 ， ２０２ １ ．

卢 山 ， 李世杰 ，
王学雷 ． 洪湖的环境变迁与生态保护 ［

Ｊ
］

． 湿地科学 ，
２００４ ：２３４－２３ ７ ．

马荣华
，
段洪涛 ，

唐军武等 ． 湖泊水环境遥感 ［
Ｍ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潘德炉 ， 马荣华 ． 湖泊水质遥感的几个关键问题 ［
Ｊ
］

． 湖泊科学 ，
２００８ ：１ ３９ －

１ ４４ ．

秦伯强 ．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富营养化发生机制与控制途径初探 ［
Ｊ
］

． 湖泊科学
，

２００２ ：１ ９３
－２０２ ．

秦伯强 ，
王小冬 ，

汤祥明等 ． 太湖富营养化与蓝藻水华引起的饮用水危机
一

原因与对策
［
Ｊ

］
．

地球科学进展 ，

２００７ ：８９６－９０６ ．

盛辉 ，
池海旭 ， 许 明 明等 ． 改进 ＳＶＲ 的 内陆水体 ＣＯＤ 高光谱遥感反演 ［

Ｊ
］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２０２ １
，
４ １ ： ３ ５６５

－

３ ５７ １ ．

宋辛辛 ， 蔡晓斌 ，
王智等 ． １ ９５０ｓ 以来洪湖主要优势沉水植物群落变化 ［

Ｊ
］

． 湖泊科学 ，
２０ １ ６

，２ ８ ：

８５９ －

８ ６７ ．

王波 ， 黄津辉 ， 郭宏伟等 ？ 基于遥感的 内 陆水体水质监测研究进展 ［
Ｊ
］

． 水资源保护 ，
２０２２ ：１

－

１ ０ ．

王洪铸
，
刘学勤 ，

王海军 ． 长江河流－泛滥平原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与整体保护对策 ［
Ｊ
］

． 水生生

物学报 ，

２０ １ ９
，

４３ ：１ ５ ７
－

１ ８２ ．

王学雷
，
厉恩华 ， 余璟等 ． 生态恢复前后洪湖水生植被景观各向异性动态变化研宄ｍ． 湿地科

学 ，
２０ １ ０

，
８ ：１ ０５

－

１ ０９ ．

王学雷 ， 宁龙梅 ， 肖锐 ． 洪湖湿地恢复中 的生态水位控制与江湖联系研究 ［
Ｊ
］

． 湿地科学 ，
２００８ ：

３ １ ６
－

３ ２０ ．

韦玉春 ， 汤国安 ，
汪闽等 ．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教程 ［

Ｍ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吴奇丽 ， 张坤 ，
陈欢等 ． 华阳河湖群叶绿素 ａ 浓度的季节动态和空间分布 ［

Ｊ
］

． 水生态学杂志 ，

２０ １ ９
，
４０ ：６６－

７２ ．

徐菲菲 ． 基于 图像信息 的 内陆水环境大气校正方法研宂 ［
Ｄ

］
． 上海 ． 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上

海技术物理研宄所 ） ， ２０ １ ５ ．

徐轩 ． 梁子湖水质遥感影像反演模型和时空变化格局研宄 ［
Ｄ

］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７ ．

杨桂山 ， 马荣华 ， 张路等 ． 中 国湖泊现状及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保护策略 ［
Ｊ
］

． 湖泊科学 ，
２０ １ ０

，
２２ ：

７９９－８ １ ０ ．

杨威 ， 邓道贵 ， 张赛等 ． 洱海叶绿素 ａ浓度的季节动态和空间分布 ［
Ｊ
］

． 湖泊科学 ，
２０ １ ２

，
２４ ：８５ ８

－

４６





参考文献


８６４ ．

张兵 ， 李俊生 ， 申茜等 ． 长时序大范围 内 陆水体光学遥感研宄进展 ［
Ｊ
］

． 遥感学报 ，

２０２ １
，
２５ ：３７ －

５２ ．

赵春宇
， 谭烨辉 ， 柯志新等 ． 珠江 口赤潮爆发过程中水体及表层沉积物间隙水 中营养盐与叶绿

素的变化特征 ［
Ｊ

］
． 海洋通报

，

２０ １ ６
，

３ ５ ：４５７４６６ ．

周亚东 ，
何报寅 ， 寇杰锋等 ． 基于 ＧＦ －

１ 号遥感影像的武汉市及周边湖泊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反

演
［
Ｊ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８

，

２７ ：１ ３ ０７
－

１ ３ １４ ．

周志立 ． 基于 ＧＥＥ 平 台的近十年来洪湖水质遥感反演研宄 ［
Ｄ

］
． 武汉 ． 湖北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ＡＡＳＥ
，ＨＯＫＥＤＡＬＪ

ｓ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Ｋ ．Ｓ ｅｃｃｈｉ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Ｏ ｓ ｌｏ＾ ｏｒｄ
－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ａｒｅａ ：ｔｈｅｏｒ

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ｏｔｈ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 ｓ

［
Ｊ
］

．Ｏｃ ｅａ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４

，

１ ０ ：１ ７７ －

１ ９９ ．

ＡＤＲＩＡＮＲ
，Ｏ

＇

ＲＥＩＬＬＹＣＭ
，ＺＡＧＡＲＥＳＥＨ

，ｅｔａｌ ．Ｌａｋｅｓａｓｓｅｎｔ ｉｎｅ ｌｓｏｆｃｌ 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Ｊ
］

．

Ｌ 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９
＊
５４ ： ２２８ ３

－

２２９７ ．

ＡＬＰＡＲＳＬＡＮ Ｅ
， 
ＡＹＤＯＮＥＲ Ｃ

， 
ＴＵＦＥＫＣ Ｉ Ｖ

， 
ｅｔ ａｌ ．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ａｓ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ａｔ Ｏｍｅｒｌ ｉ Ｄａｍ ｕｓ 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
Ｊ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ｓ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１ ３ ５ ：３ ９ １

－

３９ ８ ．

ＢＡＮ Ｘ
， 
ＷＵ

Ｑ 
Ｚ

？ 
ＰＡＮ ＢＺ

，
ｅｔ ａｌ ． Ａｐ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 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ｔ

ｙ 

ｅｖａ 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ａｔｉａ ｌ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ｓ ： ａ 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ｕＬａｋｅ
，

Ｃｈ ｉｎａ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
ｇ
ａｎｄ Ａ 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４

，
１ ８ ６ ： ４２３ ７ －４２４７ ．

ＢＥＪＡＯＵＩ Ｂ
， 

ＡＲＭＩ Ｚ
，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Ｉ Ｅ

， 
ｅｔ ａ ｌ ．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Ｄｆ ｕｓｅｄ ｉｎ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 ｉ ｏｎ

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ｔｈｅｔｒｏｐ
ｈ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Ｂ ｉｚｅｒｔｅＬａｇｏ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 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Ｊ
］

．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２０ １ ６

，
７ １ ：２ ９３ －

３ ０ １ ．

ＢＯＮＡＮＳＥＡＭ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 Ｃ

， 
ＰＩＮＯＴＴＩ Ｌ

， 
ｅｔ ａｌ ． Ｕｓ 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
－

ｔｅｍｐｏｒａ 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
ｅｒｙ 

ａｎｄ

ｌ ｉｎｅａｒｍ ｉｘ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ａｓ ｓｅｓｓ 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 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ＲｉｏＴｅｒｃｅｒｏ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

（
Ａｒｇ

ｅｎｔｉｎａ
）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
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５

，
１ ５ ８ ：２８ －４ １ ．

ＣＡＯ Ｚ
，
ＭＡ Ｒ

， 
ＭＥＬＡＣＫ Ｊ

，
ｅｔａ 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 ｌ

－

ａ ｖａｒｉ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ＬａｋｅＴａ ｉｈｕ

ｆｒｏｍ １ ９８４ｔｏ２０ １ ９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２

，
１ ０６ ，

ＣＡＯ ＺＧ
， 
ＭＡ Ｒ Ｈ

， 
ＤＵＡＮ Ｈ Ｔ

，
ｅ ｔ ａｌ ． 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 ｌ
－

ａｆｒｏｍ

４７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的近 ２０ 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序列重建研究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ｉｎ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０

，
２４８ ：

１ ５ ．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ＤＪ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Ｓ 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ＡＴＤＡＴＡ
［
Ｊ
］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１ ９ ８３

，
１ ３ ：３４５ －

３ ５２ ．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Ｌ
，
ＰＯＤＣＡＮＥＳ

，

ＳＯＬＨＥＩＭ Ａ Ｌ
，
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 ｉｎｔｙ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 ｌａｎｋｔｏｎ

ｍｅｔｒｉｃｓ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ｇ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ｉｎｌａｋｅｓ

［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 ｌｏｇｉａ
，
２０ １ ３

，７０４ ：１ ２７－

ＭＯ ．

ＣＨＡＮＧ Ｎ Ｂ
， 
ＩＭＥＮ Ｓ

， 
ＶＡＮＮＡＨ Ｂ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ｎ 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 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ａｔｅ  ｉｎ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ｙｃ ｌｅ ： Ａ ４０ －Ｙｅａ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 
４５ ：１ ０ １

－

１ ６６ ．

ＣＨＡＷＬＡ Ｉ
， 
ＫＡＲＴＨＩＫＥＹＡＮ Ｌ

， 
ＭｆＳＨＲＡＡ Ｋ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ｍｏ 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５ ８５ ： ２８ ．

ＣＨＥＮ
Ｑ ，

ＨＵＡＮＧＭ Ｔ
， 
ＴＡＮＧ Ｘ Ｄ ．Ｅｕｔｒｏｐ

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ｌａｋ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 ｉｎｕｓ 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ｅ ｌ

－Ｕ 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ｉｘ－

ｙｅａｒ（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８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０

，
７４５ ：１ ３ ．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Ｗ

，
ＭＣＲＡＥＪ

，

ｅｔａＬＳＴＬ ：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

ｔｒｅｎｄ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 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ｅｓｓ
［
Ｊ

］

．ＪＯ ｆｆ Ｓｔａｔ
？

１ ９９０
，
６ ：３

－７３ ．

ＤＩＥＲＳＳＥＮＨＭ
，
ＫＵＤＥＬＡ ＲＭ

？
ＲＹＡＮ ＪＰ

，
ｅｔａ ｌ ．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ｔｉｄｅｓ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

ｗａｔｅｒ
－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
ｉｖｅｄｃｏｌｏｒｆｏｒ

ｐ
ｈ
ｊ
＾ｔｏｐ 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 ｌｏｒｅｄｄｉｓ ｓｏ 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
Ｊ
］

．Ｌ ｉｍｎｏ ｌｏｇｙ
ａａ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６
，
５ １ ：２６４６ －２６５９ ．

ＧＩＡＲＤＩＮＯＣ
，
ＢＲＡＮＤＯＶ Ｅ

，
ＤＥＫＫＥＲ Ａ Ｇ

，
ｅｔａｌ ． Ａ 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ｉｎＬａｋｅＧａｒｄａ

（
Ｉｔａｌｙ） 

ｕｓ ｉｎｇ

Ｈ
ｙｐｅｒｉｏｎ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１ ０９ ：１ ８３

－

１ ９５ ．

ＧＩＴＥＬＳＯＮ Ａ
，
ＭＡＹＯ Ｍ

，
ＹＡＣＯＢ Ｉ Ｙ Ｚ

，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ＬＡＫＥＫＩＮＮＥＲＥ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１ ９９４

，１ ６ ：

９９３ －

１ ００２ ．

ＧｒＯＮＧＰ．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ｏｆ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ｖ ｉｅｗ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２０ １２

，
５７ ：２７９３ －２ ８０ １ ．

４８





参考文献


ＣｊＯＷＥＲ Ｊ
，
ＫＩＮＧＳ

，
ＢＯＲＳＴＡＤＧ

，
ｅｔａｌ ． 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ｐ ｌａｎｋｔｏｎｂ ｌｏｏｍｓ ｕｓ ｉｎｇ
ｔｈｅ７０９ｎｍ

ｂ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ＭＥＲＩ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 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 ｔｅＳ 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０５
，
２６ ：２００５

－２０ １ ２ ．

ＧＯＷＥＲ Ｊ Ｆ Ｒ
， 
ＢＲＯＷＮ Ｌ

， 
ＢＯＲＳＴＡＤ Ｇ Ａ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 ｌ ｆｌｕｏｒｅ 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 ｔ ｃｏａｓｔ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Ｃａｎａｄａ ｕ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 ＩＳ ｓａｔｅ ｌｌ ｉ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
［
Ｊ
］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ｍｏ ｔｅ Ｓ 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０４
，
３０ ：１ ７－２５ ．

ＧＵ Ｉ Ｆ
，
ＹＵ Ｇ ．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 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 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Ｂａｓ ｉｎ

，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Ｐ ｌａｉｎ
［
Ｊ
］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
， 
２００８

，
５３ ：２３ ５ ３

－２３ ６３ ．

ＨＩＣＫＳＢＪ
，ＳＴＩＣＨＢＵＲＹＧ Ａ

，ＢＲＡＢＹＮＬＫ
，ｅｔａｌ ．Ｈ ｉｎｄｃａｓ 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ｃ ｌａｒｉ ｔｙ

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ｓａｔ

ｓａｔｅ ｌ ｌ 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ｏ
ｆｕｍｎ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ｓｈａｌ ｌｏｗｌ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ｉｋａｔｏｒｅｇｉｏｎ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 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３

，
１ ８ ５ ：７２４５ －７２６ １ ．

ＨＯＪＣ
，ＭＩＣＨＡＬＡＫＡＭ

，ＰＡＨＬＥＶＡＮＮ ．Ｗｉｄｅ ｓｐｒｅａ
ｄｇｌｏｂａ 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ｅ ｌａｋ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 ｌｏｏｍｓｓ ｉｎｃｅ ｔｈｅ１ ９ ８０ ｓ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 １ ９

，
５７４ ：６６ ７

－＋
．

ＨＯＵ Ｘ Ｊ
， 
ＦＥＮＧ Ｌ

， 
ＤＡＩ Ｙ Ｈ

， 
ｅｔ ａ ｌ ． Ｇ 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ｐ 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ａｌｇａｌ ｂ ｌｏｏｍ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２

，
１ ５ ：１ ３ ０－＋

．

ＨＵＣＭ． Ａ ｎｏｖｅ ｌ ｏｃｅａｎ ｃｏ ｌ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ｔｏｄｅｔｅｃｔ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ａｌｇ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ｇ

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ｓ
［
Ｊ
］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９

，
１ １ ３ ： ２ １ １ ８

－２ １ ２９ ．

ＨＵＡＮＧ ＣＣ
， 
ＬＩ Ｙ Ｍ

， 
ＹＡＮＧ Ｈ

， 
ｅｔ ａ ｌ ． Ａ 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ｈ ｉｇｈ ｌ

ｙ 

ｔｕｒｂ ｉｄ
ｐ

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ｏｐ ｔｉｍ ｉｚａｔｉｏｎｂ ｉｏ－ｏ

ｐ
ｔｉｃａ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ｍｏｄｅ ｌａｆｔｅ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 ｌａｓｓ 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４ａ

，
５ １ ９ ： １ ５ ７２

－

１ ５ ８ ３ ．

ＨＵＡＮＧ ＣＣ
， 
ＬＩ Ｙ Ｍ

， 

ＹＡＮＧ Ｈ
， 
ｅｔ ａ ｌ ． Ｄ 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ａｌ ｂ 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ａ ｉｈｕ Ｌａｋｅ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２０ １ １ｂ
ｙ 

ＭＯＤ ＩＳ
［
Ｊ
］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Ｅａｒｔｈ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４ｂ

，
７ １ ：

３７０５
－

３７ １ ４ ．

ＨＵＡＮＧＣＣ
，ＳＨＩＫ

，
ＹＡＮＧＨ

，ｅｔａ ｌ ．Ｓａｔｅｌ ｌｉ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ｏｕｒ ｌ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

ａｌｇａｅｗｉｔｈＧｅｏｓｔａｔ ｉｏｎａｒｙＯｃｅａｎＣｏ ｌｏｒＩｍａｇｅｒ（
ＧＯＣＩ

）
ｄａｔａｉｎ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

［
Ｊ
］

．Ｒｅｍｏ 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５

，
１ ５９ ： ２７８

－２８７ ．

ＪＩＢ
， 
ＬＩＵ Ｃ

，
ＬＩＡＮＧ ＪＣ

，
ｅｔ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ｈｒｅ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ｒｅｓｈｗａ ｔｅｒ Ｌａｋｅｓ
［
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 ｉｃＨｅａｌ ｔｈ
，

４９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的近 ２０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旨数时空序列重建研究


２０２ １
，

１ ８ ：１ １ ．

ＪＩＡＯ Ｈ Ｂ
，
ＺＨＡＹ

，

ＧＡＯ Ｊ
，

ｅｔ ａｌ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
ｈｙｌ ｌ

－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
，
Ｃｈ ｉｎａ ｕｓ ｉｎｇ

ｉｎ ｓ ｉｔｕ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 ｌ ｄａｔａ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ｍｏ 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０６
，

２７ ： ４２６７
－４２７６ ．

ＫＲＡＴＺＥＲ Ｓ
，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Ｃ

， 
ＭＯＯＲＥ Ｇ ．Ｕｓ ｉｎｇ 

ＭＥＲＩＳｆｕｌｌ 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Ｈ ｉｍｍｅｒｆ
ｊ

ａｒｄｅｎ
，ａ＾ ｏｒｄ

－

ｌ ｉｋｅｂａｙ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Ｂ 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８

，
１ １２ ：２２８４－２３００ ．

ＬＩＦ
，ＱＩＵＺＺ

，ＺＨＡＮＧＪＤ ，ｅｔ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
ｊ
ｏｒ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ｐｒｏ
ｂａｂｉｌｉｓ ｔｉｃ

ｅｕｔｒｏｐ
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

－

ｆＵｚｚｙ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ＨｏｎｇｈｕＬａｋ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ｃ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９

，
６２ ：４ １ ７－４２６ ．

ＬＩＡＯＳＪ
，
ＷＵ Ｙ

， 
ＷＯＮＧＳＷ

５
ｅ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ａｒｒｙ 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ＣＣ
）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０

，
７３０ ：１４ ．

ＬＩＬＬＥＳＡＮＤ Ｔ Ｍ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Ｗ

Ｕ 
ＤＥＵＥＬＬ Ｒ Ｌ

， 
ｅｔ ａｌ ．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ＤＡＴＡ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ＴＲＯＰＨＩＣ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ＫＥＳ
［
Ｊ
］

．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１ ９８３ ，
４９ ：２ １ ９ －２２９ ．

ＬＩＮＳＳ
，
ＳＨＥＮＳＬ

，
ＺＨＯＵ Ａ

，
ｅ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ｌａｋｅ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ＬａｋｅＥｒｈａｉ
，
Ｃｈｉｎａ

ｆ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 １

，
７５ １ ：２ １ ．

ＬＩＵ Ｄ
， 
ＤＵＡＮ Ｈ Ｔ

， 
ＬＯ ＩＳＥＬＬＥＳ

，
ｅｔ ａｌ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ｓ ｌａｋｅｓ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
９２ ：

１ １ ．

ＬＩＵ Ｈ
，
ＨＥＢ Ｙ

， 
ＺＨＯＵ Ｙ Ｄ

， 
ｅｔ ａｌ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ｅｎｔｉｎｅ ｌ
－

２ｄａｔａ
［
Ｊ
］

．Ｇ ｉ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
ｇ ，

２０２ １
，
５ ８ ： ７７６－

７９８ ．

ＬＩＵＷ
，ＱＩＵＲＬ ．Ｗａｔ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Ｂ ｉｏ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
８２ ：７８ １

－

７８６ ．

ＬＯＢＯ ＦＬ
，
ＣＯＳＴＡ Ｍ Ｐ Ｆ

， 
ＮＯＶＯ Ｅ ．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ＴＭ／ＯＬ Ｉ ｉｍａｇｅｓｏｖｅｒ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ｌｄｍｉ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５
，１ ５７ ：１ ７０ －

１ ８４ ．

ＭＡ Ｙ
，ＳＯＮＧＫＳ

，
ＷＥＮＺＤ

，ｅｔ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ｒｂｉｄｉ ｔｙ

ｆｏｒＬａｋ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５０





参考文献


Ｕ ｓ ｉｎｇ
Ｓｅｎｔｉｎｅ ｌ

－２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ｌ
ｇｏｒｉ ｔｈｍｓ

［
Ｊ
］

．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ｅ ｌｅｃ ｔｅｄ

Ｔｏｐ ｉｃ ｓ ｉｎ 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Ｅａｒｔｈ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２ １

，
１ ４ ：９ １ ３２ －

９ １ ４６ ．

ＭＡＪＯＺＩ Ｎ Ｐ
，
ＳＡＬＡＭＡ Ｍ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Ｓ
，
ｅｔ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ｕｐｈｏｔｉｃｄｅｐ ｔｈ 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

ｔｒｏｐ
ｉｃａｌ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ＬａｋｅＮａｉｖａｓｈａｕｓ ｉｎｇＭＥＲＩＳｄａｔａ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４

，

１ ４ ８ ：１ ７８ －

１ ８ ９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ＭＷ
，ＢＥＲＮＡＲＤＳ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Ｌ ．Ａｎａｌ

ｇ
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ｒｏｐ
ｈｉｃｓ ｔａｔｕｓ

（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

ａ
） ，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ｌ
－ｄｏｍ ｉｎａｎｃｅ

，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ｕｍ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 ｌ ｗａｔｅｒｓ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２

，

１ ２４ ：６３７ －６５２ ．

ＭＩＳＨＲＡＳ
，
ＭＩＳＨＲＡＤ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 ：Ａ ｎｏｖｅ ｌｍｏｄｅ ｌｆｏｒｒｅｍｏ 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ｕｒｂ 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ｗａｔｅｒｓ
［
Ｊ
］

．Ｒｅｍｏ 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２

，１ １ ７ ：３９４－４０６ ．

ＭＯＭＨ
，
ＷＡＮＧ ＸＬ

？
ＷＡＮＧＨＬ

，
ｅｔａｌ ． 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ｎ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ｔｅｏｆ

Ｈｏｎｇ
ｈｕ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Ｖｅｇ
ｅ 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Ｍｏｄｅ ｌ

Ｄ ｉｓｔｒｉｃｔ
［
Ｃ

］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ＥＳ ＩＡＴ２００９

）
．Ｗｕ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ＣＨＩＮＡ ｒ ｌ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
，
２００９ ： ３

－＋
．１ ０ ． １ １ ０９／ｅｓ ｉａｔ ． ２００９ ．４２ ．

ＭＵＬＬＵＲ Ａ Ａ
，
ＭＥＳＳＡＣＡ ．Ｍｅｔａ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ｒａｄｉａ ｌｂａｓ ｉ 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
ｈ

［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 ｉｔ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２００６

，
２ １ ：２０３

－２ １ ７ ．

ＮＹＥＮＪＥ Ｐ Ｍ
， 
ＦＯＰＰＥＮ Ｊ Ｗ

， 
ＵＨＬＥＮＢＲＯＯＫ Ｓ

，
ｅｔ ａｌ ．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ｏｆ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

２０ １ ０
，
４０８ ：

４４７－４５５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ＫＴ
，ＳＡＧＡＮＶ

，ＳＬＯＡＮＪＪ ．Ｄｅｅｐ
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 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８ ／Ｓｅｎｔｉｎｅ ｌ
－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ｅ ｌ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 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Ｊ
］

．

Ｇ ｉ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 
２０２０

，
５７ ：５ １ ０ －

５２５ ．

ＰＲＥ ＩＳＥＮＤＯＲＦＥＲＲＷ．ＳＥＣＣＨ ＩＤ ＩＳＫ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ＯＰ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ＷＡＴＥＲＳ
ｆ
Ｊ
］

．Ｌ 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 ９８６
，
３ １ ：９０９－９２６ ．

ＰＹＯＪ
，ＤＵＡＮＨ

，ＢＡＥＫＳ
，ｅｔａｌ ．Ａ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ｇ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ｕｓ ｉｎ
ｇ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ｒａ 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ｆ
Ｊ
］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９

，
２３３ ：

５ １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的近 ２０ 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序列重建研究


１ １ ．

Ｑ ＩＡＮＳＳ
， 
ＢＯＲＳＵＫ Ｍ Ｅ

，
ＳＴＯＷ Ｃ Ａ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
ｏｓ ｉ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ａｓｐａｔ
ｉａｌ

ｇｒａ
ｄ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 Ｎｅｕｓｅ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〇〇〇
，
３４ ：４４７４－４４８２ ．

ＲＥＮ Ｊ Ｌ
， 
ＺＨＥＮＧ ＺＢ

， 
ＬＩ Ｙ Ｍ

，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 ｌａ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 ａｎｄ Ｄｏｎ
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Ｄａ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ｉｍａｇｅｒｙ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８

，
６２５ ：１ ５ ５４－

１ ５６６ ．

ＲＯＹＤＰ
？ＫＯＶＡＬＳＫＹＹＶ

５ＺＨＡＮＧＨＫ
５ｅ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７ｔｏ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８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ｖｅｗ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
ｇ
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６

，
１ ８ ５ ：５ ７

－

７０ ．

ＳＡＧＡＮ Ｖ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Ｋ Ｔ

ｓ
］ＶＬ＼ＩＭＡＩＴＩＪＩＡＮＧ Ｍ

，
ｅ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
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ｌ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ｉｏ

－

ｏｐｔｉｃａｌｓ 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ａｎｄ ｃ 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Ｊ
］

．Ｅａｒｔｈ－Ｓｃ 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２０５ ：３ １ ．

ＳＣＡＲＰＡＣＥＦＬ
，ＨＯＬＭＱＵＩＳＴＫＷ

；ＦＩＳＨＥＲＬＴ．ＬＡＮＤＳＡ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ＬＡＫＥ

ＱＵＡＬ ＩＴＹ
［
Ｊ
］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１ ９７９

，
４５ ：６２３ －６３ ３ ．

ＳＨＡＨＺＡＤＭＩ
，ＭＥＲＡＪＭ

，ＮＡＺＥＥＲＭ
，ｅｔ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ｏ ｌｉｄ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Ｄｅ ｌｔａＲｅ
ｇ

ｉｏｎｕｓ 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７ＥＴＭ＋ｉｍａｇｅ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９ ：２５４－２６ １ ．

ＳＨＩ Ｋ
，
ＺＨＡＮＧ Ｙ Ｌ

， 
ＺＨＵ Ｇ Ｗ

，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 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ｓ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ＭＯＤＩＳａｎｄｉｎ－

ｓｉｔ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ｐｐ ｌ ｉｅｄ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８

，
６８ ：２ ８７

－２９７ ．

ＳＯＮＧＫＳ
，
ＬＩＵＧ

，

ＷＡＮＧ
Ｑ ，

ｅｔａｌ ．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ｋｅｃ 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ｓ 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ａｔＯＬＩ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ｄａｔａ
［
Ｊ
］

． Ｒｅｍｏ 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０

，
２４３ ： １ ２ ．

ＳＰＡＮＧＬＥＲ ＪＴ
，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Ｊ

， 
ＦＯＸＬＪ

， 
ｅｔａｌ ．Ｆ 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ａｉｄ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ｕｎｏｆｆ ｕｓ ｉｎｇ
ｔｗｏ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ｐｅｃ ｉｅｓ

［
Ｊ
］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 １ ９

，
１ ２７ ：

４６８４７９ ．

ＳＲＤｖ
ｆＩＶＡＳＡＮ Ｖ

， 
ＳＥＴＯ Ｋ Ｃ

，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Ｒ
，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ｖｕ ｌｎｅｒａｂ ｉｌ ｉｔｙ ：

Ａｃｏｕｐ ｌｅｄ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Ｃｈｅｎｎａｉ
，Ｉｎｄｉａ

［
Ｊ
］

．Ｇ ｌｏｂａｌ

５２





参考文献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ｃｙ 

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３

，
２３ ：２２９ －２３ ９ ．

ＴＹＬＥＲ ＡＮ
，
ＳＶＡＢＥ

，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Ｔ

，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ｓ ： Ａ

ｍ 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ｌ 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ｑｕａｎｔ ｉ ｆｙｉｎｇｐｈｙｔｏｐ 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ｈｉｇｈ

－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 ｅｄ ｉｍｅｎｔ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０６
，
２７ ：１ ５２ １

－

１ ５ ３ ７ ．

ＴＺＯＲＴＺＩＯＵＭ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Ａ

，ＨＥＲＭＡＮＪＲ
，ｅｔ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Ｂａｙ ［

Ｊ
］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 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０７

，
７２ ：１ ６

－

３ ２ ．

ＷＡＮＧ Ｃ Ｙ
，
ＬＩ Ｗ Ｊ

，
ＣＨＥＮＳＳ

，
ｅｔａｌ ．Ｔｈｅｓ

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ｏｔａ ｌ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１ ９ ８ ７－２０ １ 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Ｊ
］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 ｌ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８

， 
６ １ ８ ：１ １ ２５ －

１ １ ３ ８ ．

ＷＡＮＧＳＬ
ｓ
ＬＩ ＪＳ

， 
ＺＨＡＮＧ Ｂ

５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

ｇｅｓｏｆ ｗａｔｅｒｃ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ｋｅｓ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ｓａｃｒｏｓ ｓ

Ｃｈｉｎａ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ＭＯＤ ＩＳ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０

，２４７ ：

１ ７ ．

ＷＥＩ Ｌ 
Ｆ

， 
ＨＵＡＮＧ Ｃ

， 
ＷＡＮＧ Ｚ Ｘ

， 
ｅｔ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Ｕｒｂａｎ Ｂ ｌａｃｋ－Ｏｄ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ｍｅｒｏｗ

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Ｄｅｃ ｉｓ ｉｏｎＴｒｅｅＲｅｇ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Ｕｓ ｉｎｇ

ＵＡＶ－ＢｏｍｅＨ
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２７ ．

ＷＵ Ｇ Ｆ
， 
ＤＥＬＥＥＵＷＪ

，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Ａ Ｋ

，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ｏｆ ＭＯＤ ＩＳ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５ ｉｍａｇ

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
ｇ 

ｔｅｍｐｏ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
ｊ
ｏｉａｍｉｃ ｓ ｏｆ Ｓｅｃｃｈｉ ｄｉ ｓｋ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ｅｍｏ 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 ，
２００８

，
２９ ：２ １ ８３

－２ １ ９ ８ ．

ＸＵＪＬ
，
ＬＩＵＪ

，
ＨＵ Ｊ

Ｑ ，ｅｔａ ｌ ．Ｎ 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
ｈｏｓｐ

ｈｏｒｕｓｒｅｍｏｖａ ｌ ｉｎｓ 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ｂｙ
ｔｗｏ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 ｌａｎｔｓ

ｆ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ｏ ｌ ｌｕｔ 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 １

，
２ ８ ：６３２３７－６３ ２４９ ．

ＹＡＮＧ Ｋ
， 
ＹＵ Ｚ Ｙ

３ 
ＬＵＯ Ｙ．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ｎ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
ｊ
ｏｒ

ｌａｋｅ ｓ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 ｌａｔｅａｕ
［
Ｊ

］
．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０

，１ ８４ ：９ ．

ＹＩＭＩ
，
ＳＨＩＮＪ

，
ＬＥＥＨ

，
ｅｔａｌ ＿Ｄ 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
ｐ

ｉｇｍｅｎｔ ｉｎ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ｉｎ－

ｓ ｉ ｔｕａｎｄａ ｉｒ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
［
Ｊ
］

．Ｅｃ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２０２０

，

１ １ ０ ：９ ．

ＹＩＮＺＹ
，
ＬＩＪＳ

，
ＨＵＡＮＧＪ

，
ｅｔａｌ ．Ｓ ｔｅａｄ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ｗａｔｅｒｃ ｌａｒｉ ｔｙ
ｉｎＪ ｉａｏｚｈｏｕＢａｙ

ｉｎｔｈｅＹｅ ｌｌｏｗ

Ｓｅ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 １ 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ＭＯＤ 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 ｌｏｇｙａｎｄ

Ｌ ｉｍ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２ １ ａ

， 
３ ９ ：８００

－

８ １ ３ ．

５ ３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的近 ２０ 年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序列重建研究


ＹＩＮ Ｚ Ｙ
５
ＬＩＪ Ｓ

３
ＬＩＵ Ｙ

，
ｅ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ｏｖｅｒ ３６
ｙｅａ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ａｎｄＯＬＩ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Ａ
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 １ｂ

，１ ０２ ：１４ ．

ＺＨＡＮＧＦＦ
，
ＬＩＪＳ

，
ＳＨＥＮ

Ｑ ，ｅｔａｌ ．Ａ ｓｏｆｔ－

ｃ ｌａｓｓ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ｈｌｏｒｏ
ｐ
ｈ
ｙｌ ｌ

－

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 ｉｎｇ
ＭＥＲＩＳ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ｈｉ

ｇ
ｈｌｙ

ｔｕｒｂ ｉｄａｎｄ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９

， 
７４ ：１ ３ ８

－

１ ４９ ．

ＺＨＯＵ ＢＴ
，ＳＨＡＮＧ ＭＳ

，
ＷＡＮＧＧ Ｙ

，
ｅｔ ａｌ ．Ｄ 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ｗｏ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 ｂ ｌｏｏｍｓｕ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ｌｅｙ
ｉｎｄｅｘ

（
ＮＤＰＩ

）
ａｎｄＣｙａｎ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ｉｎｄｅｘ
（
ＣＣＩ

） ［
Ｊ

］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８

，
６２８ －６２９ ：８４８ －８５７ ．

ＺＨＯＵ Ｙ Ｄ
， 
ＨＥＢ Ｙ

， 
ＸＩＡＯ Ｆ

， 
ｅｔ ａｌ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ｗ ｉｔｈ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８Ｉｍａｇｅ

ｂ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ＲＢＦ ： 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ｋｅｓｉｎＷｉｉｉａｎ

，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２ １ ．

５４





附录 英文缩写 、 全称及中文译名

Ｃｈ ｌ
－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
ｈｙｌ ｌ

－

ａ叶绿素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一

ＮＤＣ Ｉ 归
一

化差异叶绿素指数
Ｃｈ ｌｏｒｏｐｈｙｌ ｌＩｎｄｅｘ

ＳＤＤ Ｓｅｃｃｈｉｄｉｓｋｄｅｐｔｈ塞氏盘深度 （透明度 ）

ＦＵＩ Ｆｏｒｅ ｌ
－ＵｌｅＩｎｄｅｘ

，福莱尔指数

ＴＬＩ 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ｅｖｅ ｌＩｎｄｅｘ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ＣｈｒｏｍｏｐｈｏｒｉｃＤ ｉｓｓｏ ｌｖｅｄ^

ＣＤＯＭ 有色可溶性有机物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ＭＣ Ｉ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ｈｌｏｒｏｐ
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最大叶绿素指数

ＦＡＩ Ｆ ｌｏａｔｉｎｇ
ＡｌｇａｌＩｎｄｅｘ浮藻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 ， ， ＂

ＮＤＳ Ｉ 归
一

化差异悬浮泥沙指数
Ｓｕｓｐｅ

ｎｄ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

ＴＰ Ｔｏ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总磷

ＴＮ ＴｏｔａｌＮ ｉｔｒｏｇｅｎ总氮

ＣＯＤＭ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Ｍｎ高猛酸盐指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 ｉｃ 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上

ＮＡＳＡ美国航天航空局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ＧＳ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Ｇｅ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美国地质调查局

ＴＭ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ｅｒ专题制 图仪

ＥＴ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Ｍａｐｐｅｒ增强型专题制 图仪

ＯＬ ＩＯ
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ｒ陆地成像仪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ｔｅｒ＾ ｔ＾ ， ， ， ，

ＮＤＷＩ 归
一

化差异水体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ＲａｄｉａｌＢａｓ ｉ 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 ，

ＲＢＦＮＮ径向基神经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５ 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2 水质遥感监测基本原理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1.5 技术路线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预处理
	2.1 研究区域概况
	2.2 实测数据
	2.3 影像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第三章 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遥感反演模型及时空序列重建
	3.1 特征波段的选择
	3.2 样本扩充方法
	3.3 约束因子的选择
	3.4 TLI反演模型的构建
	3.5 TLI反演模型的结果

	第四章 洪湖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
	4.1 洪湖TLI空间分布情况
	4.2 洪湖TLI时间分布情况
	4.3 驱动洪湖富营养化的潜在原因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结论
	5.2 主要创新点
	5.3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英文缩写、全称及中文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