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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信息提取是高光谱遥感地质应用的重要内容%基于特殊吸收峰的蚀变矿物提取是蚀变信息提

取的重要手段%由于大气的吸收和散射作用!为了获得更为真实的地物反射光谱!必须进行大气校正%目

前!国内外针对大气校正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气校正前后图像的质量改善$地物分类效果的提升以及

校正图像像元光谱与实际地物光谱的相关关系等方面!而对不同校正方法获得的像元光谱与实际光谱吸收

峰位的对应情况则很少讨论!这对于依赖吸收峰特征进行蚀变矿物提取的地质遥感极为不利%利用
B:0U-

0:0U

航空高光谱成像系统!采集了甘肃龙首山地区的航空高光谱遥感数据!并运用
:0@

光谱仪!对该地区

实际地物光谱进行了测量%以此为基础!开展了
OA::0T

$快速大气校正"

f_:B

#$经验线"

P̂WA

#等方法

大气校正结果的对比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OA::0T

!

f_:B

和
P̂WA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大气的

影响!改善航空高光谱遥感的图像质量!但
P̂WA

方法得到的反射率与实际反射率相关性最好%此外!运用

人工目视方法开展了实际地物反射光谱的吸收峰位与不同校正方法得到的对应像元反射光谱的吸收峰位的

对比研究!发现不同校正方法得到的像元光谱的吸收峰位与实际峰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虽然
P̂WA

对吸收峰位的保留效果最好!但依然有-漏峰.的现象%据此!提出运用多种大气校正方法开展综合研究!以

提高不同类型的蚀变带定位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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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遥感是当前地质领域应用的前沿和热点%该技术

的特点在于将地物光谱分割成大量狭窄的波段以更好地突出

地物的光谱特征%此外!高光谱遥感图像的每一个像元都包

含一条由众多波段组成的光谱曲线!为详细和定量地分析地

物特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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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高光谱遥感兼具高光谱分辨率和

高空间分辨率的特征!可以有效识别面积较小的近矿围岩蚀

变!在地质找矿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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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光谱传感器获得的反射光谱的辐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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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许多大气吸收和散射特性波段%为获得更为

真实的地物反射率!就必须进行大气校正%当前的大气校正

方法可分为基于物理模型的大气校正方法和基于统计学的大

气校正方法!其中比较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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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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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针对不同的校正方法!前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与对比工

作%王正海等利用
OA::0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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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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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进行了大气校正!并对校正结果进行了对比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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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鹏和王学强利用
Â @:W0

和
OA::0T

对
PC@U0

数据进行

了大气校正!发现两种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大气的影

响!且
Â @:W0

的大气校正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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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晨等利用

OA::0T

方法对
:#UVU0

高光谱遥感数据进行了处理!发

现处理后的遥感数据在植被指数计算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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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群和刘巧圆采用
f_:B

法对长春地区的高光谱

遥感数据进行了大气校正!获得了良好的校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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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

强等对不同的大气校正方法进行了综述!并对当前大气校正

应用方案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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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福强等从

视觉效果$光谱特性$典型地物分类三个方面对大气校正前

后的
T

6(

14;$8

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

*

%潘岑岑等利用果蝇
-

鲍威尔方法$

OA::0T

$

*0

$

f_:B

等方法对航空
T

6

0

(

1Y



高光谱数据进行了大气校正!发现果蝇
-

鲍威尔方法校正结

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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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在高光谱遥感大气校正方法上开展了诸多对比研

究!重点集中在大气校正前后图像的质量改善$地物分类效

果的提升以及校正图像像元光谱与实际地物光谱的相关关系

等方面%事实上!在高光谱遥感地质应用领域!为了更好的

寻找与矿化有关的蚀变!需要准确辨识出不同蚀变矿物的吸

收峰位%然而遗憾的是!前人的研究并未就不同校正方法获

得的像元光谱与实际光谱的吸收峰位的对应情况进行讨论!

也就无法判断哪种校正方法更有利于进行蚀变矿物的提取%

本文利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

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配备的
B:0U-0:0U

航空高光谱成像系

统!在甘肃龙首山地区获取了航空高光谱遥感数据!并运用

地面
:0@

光谱仪!对实际地物光谱进行了测量%通过对比分

析!对
OA::0T

!

f_:B

和
P̂WA

校正影像的蚀变矿物辨

识能力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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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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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龙首山地区大地构造位于阿拉善台隆西南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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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露下元古界龙首山群$中元古界墩子沟群和上元古界

孩母山群%该地区出露超基性至酸性侵入体!岩浆侵入受构

造控制!总体呈北西/南东走向!以岩珠$岩枝和岩脉状产

出%研究区断裂构造发育!构造泥和糜棱岩化明显!主要呈

北西$北北西$南北向展布!次为东西向$北东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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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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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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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成像系统由
B:0U

$

0:0U

传感

器$

UB_

中央控制器等核心组件及一系列精确几何校正与辐

射校正仪器组成%其中!

B:0U-0:0U

传感器的参数见表
/

%

本次飞行实验覆盖面积
/+..F<

)

!以山地为主%为了获得更

好的数据质量!选择碧空天气开展飞行实验%相关的飞行参

数见表
)

%截取了
)./,

年
/.

月
L

日获取的
/L/")H

号航带中

孩母寺附近的航空高光谱
B:0U

!

0:0U

影像作为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的经度范围介于东经
/./&"HL+h

/

/.)&./*)h

!纬

度范围介于北纬
!H&LHLHh

/

!H&L",*h

"图
)

#%实验数据覆盖

了黑白布定标场%在进行大气校正前已通过
B:0U-0:0U

测量

系统自带的软件模块对数据进行了辐射定标和几何校正%

!

!

大气校正

F10

!

基于
3=>>!S

大气校正方法的
2>!/

和
!>!/

数据校正

!!

OA::0T

大气校正方法基于
PC?V:'

辐射传输模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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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高光谱成像仪参数

<"H,60

!

["8"76%685+C%B62>!/"ID!>!/

B

(E

685

E

6:%8",:"768"5

参数
B:0U-/+.. 0:0U-*..

光谱范围+
8< !H.

!

/.+. "+.

!

)L+.

每行像元数
/L,. *L.

连续光谱通道数
)HH /..

光斑尺寸+像元
)

.&L

)

.&L

光谱带宽+
8< )&! /+

帧频"全波段#

/L /..

垂直航线方向视场角+

"

h

#

L. L.

沿航线方向瞬时视场

角+"

h

#

.&.)H .&.,

信噪比"峰值#

*

//..

*

//..

量化水平
/L

位
/L

位

最大供电需求
)H#

直流

电压下
/H:

)H#

直流

电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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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辐射测量精度+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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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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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参数表

<"H,6;

!

3,$

4

B%

E

"8"76%685

飞行机型 塞斯纳

成像光谱仪型号及波长
B:0U

(

!H.

!

/.+.8<

'

0:0U

(

"+.

!

)L+.8<

面积
/+..F<

)

相对航高
/*..F<

)

空间分辨率
B:0U

(

.&H<

'

0:0U

(

)&.<

光谱采样间隔
B:0U

(

/+8<

'

0:0U

(

/+8<

波段数
B:0U

(

LH

'

0:0U

(

/..

飞行地速
)!.F<

&

J

K/

积分时间
"<5

航带旁向重叠度
!.I

构建!已集成于
'̂#U

软件中%使用时需对传感器类型$飞

行高度$传感器相对高度$地面平均海拔高度$图像中心经

纬度$图像像素大小$飞行日期和时间$大气模型$气溶胶

模型等参数进行设置)

/,

*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
'̂#U

软件的

OA::0T

模块已集成了
B:0U

传感器!因此在对
B:0U

数据

进行大气校正时!传感器类型直接选择
B:0U

%相反!

0:0U

传感器没有被集成!因此传感器类型选择未知类型"

_'-

a'CZ'-T0U

#%传感器相对高度$飞行日期和时间等参数依

据数据获取时的飞行参数填写%地面高程依据实验区的平均

海拔标高填写%大气模型根据实验区所处的纬度和飞行日期

选择
P;9A73;3Q910Q<<14

"

PA0

#%由于实验区离城市较远!

故气溶胶模型选择乡村"

VQ47%

#%数据获取当日天气晴朗!故

初始能见度设置为
L.F<

%具体的参数设置情况如表
!

所示%

图
;

!

实验数据#辐射亮度$的
2>!/

真彩色合成图像#

!>!/

数据范围同
2>!/

数据$

3$

4

1;

!

<896:+,+8:+7H$I"%$+I+C2>!/D"%"

"

8"D$"I:6

#

+C%B65%9D

(

"86"

"

!>!/D"%":+#68%B65"76"86""52>!/D"%"

#

表
F

!

3=>>!S

模块的参数设置情况表

<"H,6F

!

["8"76%6856%%$I

4

C+83=>>!S"%7+5

E

B686:+886:%$+I

参数
B:0U

数据
0:0U

数据

传感器类型
B:0U _'a'CZ'-T0U

飞行高度
!&*F< !&*F<

地面高程
)&.*F< )&.*F<

图像中心经纬度
!H&L"/)'

!

/.)&...!̂ !H&L"/)'

!

/.)&...!̂

像素大小
.&H< )&.<

飞行时间
,

(

/"

(

)H ,

(

/"

(

/)

飞行日期
)./,&/.&L )./,&/.&L

重定标波长
'$ '$

大气模型
PA0 PA0

水汽反演
N15 N15

水汽吸收特征
"L.8< //!+8<

气溶胶模型
VQ47% VQ47%

气溶胶反演
'C'̂ 'C'̂

初始能见度
L. L.

光谱平滑
N̂ 0 N̂ 0

平滑波段数
" "

F1;

!

基于
X

]>2

方法的
2>!/

和
!>!/

数据校正

f_:B

可通过图像像素光谱特征估计大气状况!不依赖

同步测量大气参数%该方法也已集成于
'̂#U

软件中%使用

时!只需对传感器类型进行设置%由于本研究使用的
'̂#U

软件的
f_:B

模块已集成了
B:0U

传感器!因此对
B:0U

数

据进行大气校正时!传感器类型直接选择
B:0U

%相反
0:0U

传感器没有被集成!但
f_:B

模块提供了未知传感器"

_8-

F8$\8-0185$4

#和近红外
-

短波红外传感器"

'UV-0ZUV

#两个

选项!为了研究两个不同选项校正结果的差异!先后选择了

_8F8$\8-0185$4

"

f_:B

0

_'a'CZ'

# 和
'UV-0ZUV

"

f_:B

0

'UV

0

0ZUV

#对
0:0U

数据进行了大气校正%具体的

参数设置情况如表
L

所示%

表
K

!

X

]>2

模块的参数设置情况表

<"H,6K

!

["8"76%6856%%$I

4

C+8

X

]>2"%7+5

E

B686:+886:%$+I

参数
B:0U

数据
0:0U

数据

传感器类型
B:0U _8F8$\8-0185$4'UV-0Z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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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

6

#

L"A!>!/$7"

4

6

'"

C

#

3",56:+,+8:+7H$I"%$+I+C3=>>!S:+886:%6D!>!/$7"

4

6

'"

4

#

3",56:+,+8:+7H$I"%$+I+C

X

]>2

0

]OTO.^O:+886:%6D!>!/$7"

4

6

'"

B

#

3",56:+,+8:+7H$I"%$+I+C

X

]>2

0

O/L

0

!̂ /L:+886:%6D!>!/$7"

4

6

'"

$

#

3",56:+,+8:+7H$I"%$+I+C!DNM[=:+886:%6D!>!/$7"

4

6

'"

_

#

3",56:+,+8:+7H$I"%$+I+C!$NM[=:+886:%6D!>!/$7"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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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F

!

基于
NM[=

大气校正方法的
2>!/

和
!>!/

数据校正

P̂WA

假设地面目标的反射率与图像灰度值之间具有线

性关系!通过获取特定地物在遥感影像上的灰度值及其地表

测量的反射率值!计算两者之间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增益#

和截距"偏移#!进而通过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整幅影像的反

射率%如果截距很小或做过暗电流信号去除!则只需计算斜

率)

/H

*

%

采用地表黑$白布方法计算线性回归方程%将图像上

黑$白布所在点对应像元的波谱数据与实测地表黑$白布的

反射率进行关联!利用
'̂#U

软件提供的经验线性工具通过

关系参数反演全图的反射率"该过程称为标准经验线校正!

03789749 P̂WA

!

09̂ PWA

#%此外!还利用白布数据结合

0

(

12347%P73J

计算了不考虑偏移情况下的反射率"该过程称

为简单经验线校正!

0;<

(

%1 P̂WA

!

0;̂ PWA

#%

L

!

校正结果

K10

!

图像效果

针对
B:0U

和
0:0U

数据采用不同大气校正方法处理后

的图像如图
!

所示%

!!

通过观察图像可以发现(相对于原始图像)图
)

!图
!

"

1

#*!大气校正后的图像均显得相对清晰!明暗对比效果有

所改善%对于
B:0U

图像!

OA::0T

校正后的图像颜色相对

f_:B

和
0;̂ PWA

校正的图像更深!而
f_:B

和
0;̂ PWA

校正图像的色彩和原图色彩较为接近%对于
0:0U

图像!

OA::0T

和
f_:B

0

'UV

0

0ZUV

校正后的图像暗于
f_:B

0

_'a'CZ'

!

0;̂ PWA

和
09̂ PWA

校正图像!而
f_:B

0

_'a'CZ'

和两种
P̂WA

校正图像比原图亮!其中
0;̂ P-

WA

校正后的图像最亮%

对大气校正后图像的所有波段进行快速统计后得到的结

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知(针对
B:0U

数据!

f_:B

和
0;̂ PWA

校正

的反射 率 结 果 在
.

!

/

之 间!且 两 者 较 为 吻 合%使 用

OA::0T

和
09̂ PWA

校正得到的反射率出现负值!且与

f_:B

和
0;̂ PWA

所得结果相差较大%此外!

OA::0T

图

像的平均值小于
f_:B

和
0;̂ PWA

图像的平均值!这与图
!

所展示的
OA::0T

图像颜色深于
f_:B

和
0;̂ PWA

图像的

结果一致%针对
0:0U

数据!使用
OA::0T

$两种
f_:B

和

两种
P̂WA

校正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别%使用
OA::0T

$

)

种

P̂WA

计算的反射率上限均超过
/

%使用
09̂ PWA

计算的反

射率还出现负值%使用两种
f_:B

计算的反射率在
.

!

/

之

间!且两者的校正结果较为吻合!但与
OA::0T

$

)

种
P̂-

WA

的结果相差较大%

K1;

!

光谱效果

为了解不同校正结果与实际地物反射光谱差异!运用

:0@

光谱仪对图像范围内两处地物"地物
/

坐标
,*/+,*

!

L)*LL/*

!地物
)

坐标
,*/+/H

!

L)*LL)*

#的反射光谱进行实

测!并将实测反射光谱与不同校正图像的像元反射光谱进行

了形态和吸收峰位的对比%图像中水汽吸收峰波段"

/!L.

!

/L!.

!

/H.+

!

/"++8<

#已被忽略并运用首尾线性差值进行

了填补%

L&)&/

!

光谱形态

针对
B:0U

数据)光谱范围
!H.

!

/.+.8<

!图
L

"

7

!

2

#*!

使用
OA::0T

!

f_:B

!

0;̂ PWA

和
09̂ PWA

校正的反射光

谱基本上低于对应地物实测的反射光谱!可能与地物反射的

各向异性有关%

0;̂ PWA

方法在
L..8<

附近有小段-异常凸

起.!很可能受暗电流信号的影响!在
*".8<

附近有小幅下

凹'

OA::0T

方法在
/...

!

/.+.8<

范围有比较明显的

图
K

!

#

"

$

0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2>!/

反射光谱+#

H

$

0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

反射光谱+#

:

$

;

号地物

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2>!/

反射光谱+#

D

$

;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

反射光谱

3$

4

1K

!

"

"

#

2>!/

E

$P6,5

E

6:%8"+CO+10%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

H

#

!>!/

E

$P6,5

E

6:%8"+CO+10

%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

:

#

2>!/

E

$P6,5

E

6:%8"+CO+1;%688"$I+H

_

6:%:+886:%6D95$I

4

D$C)

C686I%:+886:%$+I76%B+D5

'"

D

#

!>!/

E

$P6,5

E

6:%8"+CO+1;%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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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现象%

f_:B

方法在
++.

!

*+.8<

之间有小幅下凹%

尽管简单经验线和
f_:B

在
**.

!

/.+.8<

之间的光谱相

似性较高!但与实测反射光谱相比简单经验线$

f_:B

和

OA::0T

得到的反射光谱均存在较大差异%

表
G

!

2>!/

和
!>!/

校正图像统计情况

<"H,6G

!

X

9$:'5%"%$5%$:5+C%B6:+886:%6D2>!/"ID!>!/$7"

4

65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B:0U

数据

OA::0T K.&.!!L .&+/+* .&/!.,)/ .&.L*)))

f_:B . .&,+," .&)/HH)/ .&.H*!/

0;̂ PWA .&.)*)*" .&H/++/H .&)**).H .&.H**H*

09̂ PWA K.&.*"HH) .&H/,L!, .&/+/!)! .&.H"HH+

0:0U

数据

OA::0T .&.LL, /&!,+) .&!)H!) .&."LH+!

f_:B

0

_'a'CZ' . .&*L*" .&/"!! .&.**H!/

f_:B

0

'UV

0

0ZUV . .&*+,/ .&).+!LL .&.,."//

0;̂ PWA .&.LL.+L /&.+"",, .&!!))"+ .&."!+"!

09̂ PWA K.&/++!" /&L+/H., .&),"+*! .&//""+

表
?

!

不同校正方法像元光谱与实测

光谱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H,6?

!

2+886,"%$+I"I",

(

5$5C+8

E

$P6,5

E

6:%8"+H%"$I6DA$%B

D$CC686I%"%7+5

E

B68$::+886:%$+I 76%B+D5"ID86",

5

E

6:%8"

数据类型 地物 校正方法 反射率光谱相关性

B:0U

地物
/

地物
)

OA::0T .&")*,..*"

f_:B .&"+..+HL)"

0;̂ PWA .&"!!.*.L,!

09̂ PWA .&"H,/H*

OA::0T .&HH/+,)

f_:B .&H"+.L+

0;̂ PWA .&H).)H+

09̂ PWA .&""..)".H"

0:0U

地物
/

地物
)

OA::0T .&L,)+,

f_:B

0

'UV

0

0ZUV .&)),..*

f_:B

0

_8F8$\8 .&),+.,,

09̂ PWA .&+,/*/

0;̂ PWA .&L/"!,)

OA::0T .&H.!HH!//H

f_:B

0

'UV

0

0ZUV .&",!.+H"/)

f_:B

0

_'a'CZ' .&"H.,H"*"

09̂ PWA .&H),*.!/)/

0;̂ PWA .&"*..!*+.L

表
@

!

不同校正方法像元光谱与实测光谱

去包络线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H,6@

!

2+886,"%$+I"I",

(

5$5C+8:+I%$I997 867+#6D

E

$P6,

5

E

6:%8"+H%"$I6DA$%BD$CC686I%"%7+5

E

B68$::+886:)

%$+I76%B+D5"ID86",:+I%$I997867+#6D5

E

6:%8"

数据

类型
地物 校正方法

去包络线反射率

光谱相关性

B:0U

地物
/

地物
)

OA::0T K.&/LL/,,.!"

f_:B K.&!)."L*))*

0;̂ PWA .&,)/*+!L)L

09̂ PWA .&)L.)!+!H!

OA::0T K.&./*L!

f_:B K.&.).*+

0;̂ PWA .&!HH,)"

09̂ PWA .&+!,*LL!*!

0:0U

地物
/

地物
)

OA::0T .&)L!/+./H!

f_:B

0

'UV

0

0ZUV .&.//HL/!++

f_:B

0

_8F8$\8 K.&./+H"+./+

09̂ PWA .&!")H//""!

0;̂ PWA .&L!*!,HL+

OA::0T .&+!+).H.!

f_:B

0

'UV

0

0ZUV .&,*,..*"L!

f_:B

0

_8F8$\8 .&,*+"L*),L

09̂ PWA .&HL*,+/,.L

0;̂ PWA .&H/.*!+.+!

!!

针对
0:0U

数据)光谱范围
"+.&.

!

)L+.&.8<

!图
L

"

=

!

9

#*!

OA::0T

!

f_:B

0

'UV

0

0ZUV

!

f_:B

0

_'a'CZ'

!

09̂ PWA

和
0;̂ PWA+

种方法得到的反射光谱也都低于对应

地物实测的反射率光谱!但在走势上与实测光谱的一致性很

高%

运用相关性分析对像元反射率光谱和地物实测反射率光

谱的相似度进行了衡量!其结果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知!

针对
B:0U

数据使用
09̂ PWA

校正所获得的反射率光谱与实

测光 谱 相 关 性 最 高 达 到
.&"H,/H*

!

OA::0T

最 低 为

.&")*,..*"

%针对
0:0U

数据!采用
09̂ PWA

和
0;̂ PWA

校正所获得的反射率光谱与实测光谱相关性普遍较高!两种

f_:B

校正结果则不稳定!

OA::0T

相对较差%

L&)&)

!

吸收峰位

由于去包络线方法可以很好突出吸收峰特征%因此!对

不同方法得到的图像的像元反射率光谱进行去包络线操作!

并将结果同实测反射率光谱去包络线结果进行对比%

针对
B:0U

数据)光谱范围
!H.

!

/.+.8<

!图
+

"

7

!

2

#*!

使用
OA::0T

和
f_:B

方法得到的像元反射率光谱与实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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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在吸收峰位上的差异较大!相关程度也较低!而
0;̂ P-

WA

和
09̂ PWA

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对较好!相关程度也较高

"表
,

#%

!!

针对
0:0U

数据)光谱范围
"+.&.

!

)L+.&.8<

!图
+

"

=

!

9

#*!采用
OA::0T

!

f_:B

0

'UV

0

0ZUV

!

f_:B

0

_'-

a'CZ'

!

09̂ PWA

和
0;̂ PWA+

种方法得到的反射率光谱

与实测光谱吸收峰位上对应程度较好%从相关性上考虑!两

种
P̂WA

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相关性比
OA::0T

和
f_:B

要高%由于很多矿化相关蚀变矿物的吸收峰都出

现在
/...

!

)+..8<

之间!因此采用目视方法对吸收峰位

的对应情况进行了仔细研究!其结果列于表
H

中%可以看出!

不同校正方法得到的校正曲线与实测曲线在高级泥化类矿物

"

:%

/

CT

#的吸收特征峰"

))/.8<

#处的对应情况普遍较好!

但在青磐岩化类矿物"

P

S

/

CT

#的吸收特征峰"

)!/+8<

#和

碳酸盐类矿物的吸收特征峰"

)!L+8<

#处的吸收峰位对应情

况差别较大%说明不同校正方法得到的图像可以有效识别和

定位高级泥化带!但对于青磐岩化和碳酸盐化蚀变带的辨识

则最好采用多种校正方法综合分析%

图
G

!

#

"

$

0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2>!/

去包络线反射光谱+#

H

$

0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

去包络线反射

光谱+#

:

$

;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2>!/

去包络线反射光谱+#

D

$

;

号地物实测与不同校正方法的
!>!/

去包络

线反射光谱

3$

4

1G

!

"

"

#

2+I%$I997867+#6D2>!/

E

$P6,5

E

6:%8"+CO+10%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

H

#

2+I%$I)

997867+#6D!>!/

E

$P6,5

E

6:%8"+CO+10%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

:

#

2+I%$I997867+#6D

2>!/

E

$P6,5

E

6:%8"+CO+1;%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

D

#

2+I%$I997867+#6D!>!/

E

$P6,

5

E

6:%8"+CO+1;%688"$I+H

_

6:%:+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表
Z

!

不同校正方法像元光谱与实测光谱吸收峰位识别情况

<"H,6Z

!

U$59",$D6I%$C$:"%$+I8659,%5+C%B6"H5+8

E

%$+I

E

6"'5+C

E

$P6,5

E

6:%8":+886:%6D95$I

4

D$CC686I%:+886:%$+I76%B+D5

地物 吸收峰实测
对应情况

OA::0T f_:B

0

'UV

0

0ZUV f_:B

0

_'a'CZ' 09̂ PWA 0;̂ PWA

/

号地物

)...

识别 未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未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未识别

))++

未识别 未识别 未识别 识别 未识别

)!L+

未识别 未识别 未识别 识别 识别

)

号地物

).".

未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H.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识别

)!/+

识别 识别 识别 未识别 未识别

)!".

未识别 识别 识别 未识别 识别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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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论

!!

结果表明!

OA::0T

!

f_:B

和
P̂WA

均能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大气的影响!改善图像质量!恢复地物的反射率光

谱特征%相比而言!

P̂WA

方法得到的反射率与实际反射率

的相关性最高!

OA::0T

方法得到的相关性则最低!而

f_:B

方法校正的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采用不

同校正方法得到的图像在特征峰位的辨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为了能够更好的对不同类型的蚀变带进行定位!建议

运用多种大气校正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L6C686I:65

)

/

*

!

AUcJ;-EJ$8

S

!

Z:'G@7-<;8

S

!

AU_@1-2J78

S

!

137%

"李志忠!汪大明!刘德长!等#

>b$Q487%$RBJ;87_8;D145;3

6

$RG1$52;18215

&

7̂43J

02;182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地球科学#!

)./+

!

L.

"

H

#(

/)H,>

)

)

*

!

N̂ O7-\78

S

!

AU_@1-2J78

S

"叶发旺!刘德长#

>b$Q487%$RG1$-U8R$4<73;$80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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