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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基于多源遥感影像的农业干旱监测研究，就

遥感实际应用而言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面临数据量大、

多源异构、预处理复杂等问题。本文针对监测对象众多、

离散、非均匀分布等特性，实现了海量遥感数据地高效存

储管理；并探讨了遥感图谱高效重组、清洗、组织方法及

满足实时性要求的遥感数据自动化预处理方法；最后设

计实现了农田尺度干旱遥感监测原型系统，检验本文遥

感图谱组织与提取方法的计算效率、计算精度与适用性。

试验表明，本文提出的遥感图谱应用体系具有较好的计

算精度与稳定性。

本文的主要研究和工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数据存储环境选择了基于分布式元数据模型，并

通过不同类型空间数据读写试验对比存储性能，试验表

明本文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存储环境对大文件与海量

小文件的读写效率以及文件处理效率较传统 ＮＡＳ存储

系统更高，表现出高吞吐率与稳定性；制定了数据存储目

录体系、元数据统一组织规则，以及协同坐标参考机制。

（２）研究了适用于农田尺度干旱遥感监测实际需求

的多级栅格数据清洗与重组格网体系，包括格网设计目

标与原则、格网空间基准、格网划分与编码规则、格网索

引策略。研究表明ＲＤＣＲＭＧ格网体系的数据检索流程

是基于无元数据检索思想，格网匹配与像元矩阵提取过

程均基于线性计算实现，具有组织灵活、冗余较小等优

点，并具有良好几何稳定性、同构性和密实度。在此基础

上，定义了遥感数据转换到统一格网体系的重组规则与

处理流程，研究了基于线性规则逼近的快速坐标转换方

法，并以百分比直方图与信息熵为指标检测重组过程引

起波谱信息变化情况。

（３）设计并实现了 ＧＦ－１数据自动化预处理框架体

系：辐射校正方面，设计实现了基于６Ｓ模型的自动化辐

射校正模块，并检验辐射校正效率与精度，试验表明本文

方法具有高执行效率，计算结果相比ＥＮＶＩ／ＦＬＡＡＳＨ具

有高度一致性与相关性；正射校正方面，设计实现了无控

制点自动化正射校正处理流程，并提出了对应ＤＥＭ数据

的快速提取策略，测试了不同待校正影像分块读取策略

对校正效率影响，进而分析正射校正误差及收敛情况；几

何配准方面，对比了不同配准算法在处理不同地形、时相

遥感影像几何配准过程中校正精度、计算效率、稳定性等

方面差异，探索适合ＧＦ－１数据的稳健的自动或半自动的

影像校正策略。

（４）设计实现了农田尺度干旱遥感监测原型系统，检

测本文格网环境下栅格数据提取性能；综合利用 ＭＰＤＩ、

ＰＤＩ、ＮＤＶＩ模型对研究区不同时间的干旱和植被长势进

行监测与分析，研究本文方法在干旱监测中的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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