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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的叶绿素浓度是描述海洋初级生产力"获知浮游植物丰度及变化规律"评估环境质量"预报

生态灾害的主要参数#国内外卫星遥感叶绿素产品的通用反演模型是利用不同波段上遥感反射光谱的强度

比值来构建的
IAG

&

Gp"

$

<

'算法!应用在一类水体中!全球尺度上的平均相对误差在
:=D

左右#但对于固

有光学特性复杂且具有较大区域差异性的二类水体!

IAG

算法误差较大甚至失效#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光

谱的相对高度有利于特征波段信息提取及水色信号信噪比的提高#但基于相对高度构建反演模型!目前尚

存在波段单一"应用面窄等问题#在我国近岸水体中!相对高度模型的构建方法及应用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

和验证#在对秦皇岛近岸海域的叶绿素浓度和表观光学参量进行原位测量的基础上!对高光谱数据进行了

规范化处理!选取了特征波段并利用特征波段的相对反射深度构建了反演模型#模型反演值与实测值的相

关系数为
-&>>:=>

!平均相对误差为
">&::D

(将模型与
IAG

等算法进行比较!平均相对误差均降低了

"*D

$

=-D

(模型验证估算值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D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卫星
XK+,A

水色水温扫

描仪的多光谱数据及实测叶绿素浓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并基于
!!:

及
="-6M

处的相对反射深度建立了反演

模型!模型估算值的平均相对误差比同期
T"E

产品降低了
=:&!!D

#结果表明!基于相对反射深度构建反演

模型!可充分利用叶绿素特征波段信息"降低数据敏感性"提高水色要素的信噪比!进而大幅提高模型的反

演精度及稳健性#对于水色要素的高光谱及多光谱反演模型构建"水体光学参量测量"卫星产品普及应用"

初级生产力估算"生态环境监测"水动力过程研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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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的叶绿素浓度是表征海洋初级生产力"衡量浮游

植物丰度及生物量"评估环境承载量"分析水动力过程"监

测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参数*

,

+

#叶绿素浓度的反演模型

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半分析法及经验法来构建*

"

+

#其中!

理论分析法依据光在水体中的传输特性!建立遥感反射率与

水色各要素固有光学参量之间的关系!反演模型物理意义明

确"普适性强(半分析法通过选择特征波段并利用经验信息

对理论分析方法进行简化!可操作性强"反演精度较高#但

是!分析法与半分析法都需要对水色要素的固有光学参量进

行测量*

:

+

!实时性差且不易实施#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经

验模型直接建立特征波段的遥感反射光谱与叶绿素浓度之间

的统计回归关系!易于实施"运算速度快!是进行叶绿素反

演估算的重要手段*

,+:

+

#

国内外卫星遥感中生成叶绿素产品的通用经验反演模型

是
IAG

&

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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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

+

#

IAG

算法基于不同波段上遥感反

射光谱的强度比值来构建#其中!

IA"

算法是波段比方法!

直接采用蓝波段与绿波段遥感反射率的比值进行叶绿素浓度



反演(

IA:

$

<

算法是最大波段比方法!即通过选择紫"蓝"

蓝绿"绿波段与绿"红波段之间遥感反射率比的最大值构建

反演模型*

!

+

#

IAG

算法应用在一类水体中!全球尺度上的平

均相对误差在
:=D

左右*

,

+

#但是!二类水体中!有色溶解有

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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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藻类颗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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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

'含量较高!遥感反射光谱与一类

水体有较大差别(同时!

ACIa

"

'8Y

与叶绿素浓度也不再

具有共变特征#因此!基于光谱强度比的
IAG

算法产生非常

大的估算误差!甚至失效*

,

!

!

+

#迄今为止!提高近岸二类水

体叶绿素浓度的反演精度仍是一个国际难题#

叶绿素浓度反演精度主要受卫星传感器辐射定标"大气

校正"白帽及耀斑剔除"数字舍入误差及反演模型构建方法

制约#近年来!叶绿素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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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时!水色指数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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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

'精度高"算法稳健性强!成为
IAG

的替代

算法*

=

+

#与
IAG

算法不同!

AF

法是利用图
,

所示反射光谱

的相对高度构建的#由于基线
EA

自蓝波段连至红波段!可

有效滤除由仪器"大气校正及遥感反射率计算过程中产生的

各种直流及线性噪声#此外!与光谱绝对高度相比!相对高

度对随机噪声的敏感度更低#

图
%

!

水色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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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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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735';8

!!

光谱相对高度的另一个用途是可以进行信息提取#图
"

所示的基线荧光高度法&

d%P$2/30/60/%96/O/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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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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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红光段叶绿素的荧光峰高度与叶绿素浓度强相关的光谱

特性!通过构建荧光峰中心点
8

相对于基线
EA

的相对高度

@TX

!提高了光谱信息中叶绿素的信噪比#从而使
@TX

方

法在沿岸海域叶绿素浓度高或者当赤潮出现时!实现高精度

的叶绿素估算#

!!

虽然
AF

及
@TX

方法采用的波段"相对高度构建方法及

适用范围具有较大差异!但其提高叶绿素信息信噪比的机理

相同!且均使反演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对于光学特性

复杂"区域性强的二类水体中叶绿素浓度的反演!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目前!基于相对高度构建反演模型!还存在波

段单一"应用面窄等问题!对于我国近岸复杂水体!其构建

方法及应用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图
@

!

基线荧光高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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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秦皇岛近岸海域的叶绿素浓度和表观光学参量进行

原位测量的基础上!对船载高光谱数据进行了光谱分析!提

出了一种基于相对反射深度的叶绿素反演方法!并与传统算

法进行了比较及数据验证#结果表明!相对反射深度更适用

于二类水体中的模型构建!叶绿素浓度估算精度达到国际上

反演模型精度要求&

#

:=D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卫星

XK+,A

的色水温扫描仪&

AO965I0/56A$%$2g Z/M

(

/25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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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AZ.

'的多光谱数据进行了波段选择"相对反射

深度确定及反演模型构建与数据验证!与叶绿素产品相比!

估算精度也有大幅提高#这一研究对于提高水色要素的反演

精度!进而实现精准的初级生产力估算"生态环境监测"水

动力环境分析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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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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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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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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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月!在秦皇岛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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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展开了两次"累计
<

天的原位测量

实验#沿海岸线设计了
>

个断面!

!-

个站位#调查站位分布

如图
:

所示#其中!

*

月份原位测量站位为
,+,

到
=+:

!共获

得
":

组数据(

>

月实验站位为
!-

个#

图
A

!

原位测量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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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浓度测量及标定

利用
IAZ+MP%19

(

525+-*

多参数水质仪对图
:

所示站位

水体剖面的叶绿素浓度进行了测量#为了保证测量数据的准

确性!

*

月航次中!在
:+!

!

:+=

!

!+!

和
!+=

站位分别采集了

表"中"底层水样!经低温保存后移至实验室测得了叶绿素

浓度!并对多参数水质仪的数据进行了数据标定#标定过程

如下%

首先!依据
'8.8

海洋调查规范!将采集的水样在实验

室用孔径
-&"

!

M

的水系滤膜进行抽滤"萃取后用分光光度

计测量吸光度并计算叶绿素浓度(

其次!利用线性拟合的方法*

*

+及水样化学分析实测数值

对多参数水质仪的叶绿素浓度进行标定#

受测量环境及仪器精度影响!多参数水质仪的测量值约

为水样化学分析实测值的
"

倍#标定后!多参数水质仪的标

定值与实验室实测值之间的关系如图
!

所示#显著性水平

-&-,

时!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2/%51/70$/dd9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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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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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值的均方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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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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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相对误差&

M/562/%5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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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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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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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浓度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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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高光谱数据测量

利用荷兰
8#8'ZV.

公司的
8b5@9/%7+,

地物光谱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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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海域的海水辐照度反射率进行了测

量#测量过程严格依据
[E,"*<:&,

$

*

$

,)),

4海洋调查规

范5"

[E,*:*>

$

"--*

4海洋监测规范5和4海洋光学调查技术

规程5进行#

海水水体表面的辐照度比!也称海表辐照度反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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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在海表面的上行辐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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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光在海表面的总入射辐照度!而
>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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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7

&

(

!

-

(

'分

别是光在海表面上行与入射的辐亮度#只考虑海面以上!式

&

,

'可简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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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海面入射光分为太阳光和天空散射光两部分!水面以

上的上行辐亮度为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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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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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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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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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离水辐亮度!产生于太阳光与海水相互作

用时的后向散射!包含了水色要素的光学信息(

.

>

3_

4

&

(

'是天

空散射光在海面反射回光谱仪的天空光辐亮度!

.

是水气界

面的菲涅尔反射率(

/

是耀斑"白帽等外界干扰!处理中用

数据多次平均可使其忽略不计#

因此!忽略外界干扰的船载光谱仪接收到的离水辐照度

反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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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

(

'是海水的总辐照度反射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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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空散射

光的辐照度反射率#考虑观测几何&

!-o

!

,:=o

'"晴天"平均

风速&

#

=M

)

3

H,

'等因素!

.

取
-&-">

*

>

+

(

)

&

(

'依据海洋光学

调查规范中的观测几何进行测量!测量时避开了船的阴影!

并在同一位置进行了
"-

次重复测量以降低外界信号干扰(

)

3_

4

&

(

'采用遮蔽太阳直射光的方法测量#将标定后的标准白

板放在船上空旷处!架高水平放置!避开周边环境的反射"

散射光!遮住白板上方的太阳光!重复测量白板反射光
"-

次

并取平均值#

%0D

!

方法

,&!&,

!

高光谱数据特征及其规范化处理

依据式&

!

'!得到离水辐照度反射率共计
<:

组#实测离

水辐照度反射率如图
=

所示!最大反射峰出现在
=*-6M

!是

典型的二类水体反射光谱#

图
F

!

实测离水辐照度反射率光谱

(.

/

0F

!

I3>96,38K>53,M*3>J.<

/

,3=*345><439

2

345,>

!!

与叶绿素相对应的波段特征*

"+!

+

!主要有在
!!-

和
<*-

6M

处出现的反射谷及
=*-

和
*--6M

处出现的反射峰#一类

水体中!叶绿素浓度与离水辐照度反射率在上述几个特征波

段的光谱强度显著相关#但二类水体中含量较高的
ACIa

和
'8Y

"较浅的水深使得水体光学特性极其复杂!实测的叶

绿素浓度与光谱强度及其比值均不具有相关性#

为了比较光谱特征!将离水辐照度反射率进行了规范化

处理#即先将实测数值减去
:--6M

处的反射率值后!再将

光谱进行归一化#规范化的离水辐照度反射率如图
<

所示#

!!

由图
<

可知!实测数据的叶绿素特征波段的中心波长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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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基本相同!一致性较好#将特征波段划分为反射谷波段

E!:=

&

!",

$

!=>6M

'和
E<<!

&

<!<

$

<*)6M

'"反射峰波段

E=*:

&

="<

$

<-)6M

'和
E*-<

&

<)=

$

*,:6M

'#

图
H

!

规范化的离水辐照度反射率光谱

(.

/

0H

!

;̀,7>*.̂38K>53,M*3>J.<

/

,3=*345><439

2

345,>

,&!&"

!

基于绝对高度的反演模型构建机理

IAG

&

Gp"

$

<

'算法利用遥感反射率的强度!即绝对高

度进行反演!叶绿素浓度反演值
1

AXT

为

1

AXT

$

,-

G

&

=

'

其中

G

$

,

:

E

$

-

R

E

D

E

IAG

&

<

'

式&

<

'中!

R

E

为拟合系数!不同卫星采用不同的拟合系数#

当

D

IA<

$

%$

G

M5\

*

6

23

&

(

,

'!

6

23

&

(

"

'!

6

23

&

(

:

'!

6

23

&

(

!

'+

M/56

*

6

&

(

=

'!

6

&

(

<

0 1

'+

&

*

'

时!为
IA<

算法#其中!

6

23

&

(

'

$

>

R

&

(

'

J

7

&

(

'

&

>

'

为遥感反射率#将海面视为朗伯体时!遥感反射率与辐照度

反射率的关系为

6

23

&

(

'

$

)

31

&

(

'.

.

&

)

'

!!

IAG

算法选择不同的波段进行叶绿素浓度反演#除
IA<

外!

IA:

$

=

算法均不采用
2

<

波段#其中!

IA!

算法中

D

IA!

$

%$

G

M5\

*

6

23

&

(

,

'!

6

23

&

(

"

'!

6

23

&

(

:

'+

6

&

(

=

0 1

'

&

,-

'

而
IA=

算法则取

D

IA=

$

%$

G

M5\

*

6

23

&

(

,

'!

6

23

&

(

"

'!

6

23

&

(

:

'!

6

23

&

(

!

'+

6

&

(

=

0 1

'

&

,,

'

!!

虽然不同卫星上传感器采用的波段不同!但
(

,

$

!

通常取

自紫"蓝"蓝绿及绿波段!典型值为
!,"

!

!!:

!

!)-

及
=,-

6M

(

(

=

和
(

<

通常取绿波段的
===6M

及红波段的
<*-6M

*

!

+

#

,&!&:

!

基于相对高度的反演模型构建机理

由图
,

及图
"

可知!水色指数
AF

及荧光高度
@XT

均为

8

点到基线的垂直距离!即线段
8C

的长度#因此!相对

高度

7U

$T

0-

T$

U

8

+

U

A

+

U

E

(

A

+(

E

&

(

A

+(

8

'

(

U

* +

A

&

,"

'

式&

,"

'中!

U

8

!

U

E

!

U

A

及
(

8

!

(

E

和
(

A

分别为
8

!

E

!

A

点

的光谱强度值及波长#

,&!&!

!

基于相对反射深度的高光谱数据反演机理

海面之上的辐照度反射率与海水中的固有光学量之间的

关系为*

)+,-

+

)

31

&

(

'

$

;

0

M,

Y

&

(

'

(

M"

*

Y

&

(

'+

"

1 &

,:

'

其中!

Y

&

(

'

$

S

S

&

(

'

R

&

(

'

(

S

S

&

(

'

&

,!

'

是水体中固有光学参量吸收系数
R

&

(

'与后向散射系数
S

S

&

(

'

的函数#式&

,!

'中!

S

S

&

(

'为水"色素颗粒及
'8Y

的后向反

射系数之和(

R

&

(

'为水"

ACIa

"色素颗粒及
'8Y

的吸收系

数之和(辐照度转换因子
;

是与光照条件"体散射函数"光

场余弦"海面特性有关的系数(

M,

和
M"

取经验常数#

由式&

,:

'和式&

,!

'可知!辐照度反射率在每个波长上的

强度值是水"色素颗粒"

'8Y

"

ACIa

等水色要素在该波长

上的辐照度反射率之和#一类水体中!

'8Y

及
ACIa

浓度

低!叶绿素浓度与辐照度反射率相关系数高!依据反射谱绝

对高度构建的反演模型拥有较高的精度(而二类水体中!绝对

高度易受其他水色要素影响!反演算法精度低"稳健性差#

分析各水色要素的光谱特征可知!各要素特征波段位

置"谱线形状"谱线宽度有较大的差异#如!纯水的反射峰

在
!--

$

!=-6M

!峰值高且宽度较窄(

ACIa

和
'8Y

的反

射峰在
==-

$

<*-6M

*

,,

+

!是高度较低的宽峰(而叶绿素存在

!!:6M

反射谷"

<>:6M

荧光峰等钟形谱线#这些先验知识!

为光谱信息的分解与提取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紫"蓝波段在
!--

$

!<-6M

内的光谱为例!反射光谱

主要由
ACIa

吸收"叶绿素与水的吸收及后向散射产生#受

悬浮颗粒后向散射影响!二类水体中!此波段海水的反射光

谱呈缓慢上升趋势*

,"

+

(而
ACIa

的吸收峰在
!,-6M

附近!

随后呈指数衰减*

,:

+

(叶绿素则是在
!!-6M

附近有吸收峰"

宽度约为
*-6M

左右#因此!如图
<

中
E!:=

所示!反射光谱

在此波段出现倾斜的凹陷!而凹陷在
!:=6M

处的深度值与

叶绿素浓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此时!若取
!:=6M

处

的相对深度代表叶绿素信息!不但可以抑制海水及
ACIa

产生的干扰!提高信噪比及反演精度(同时!当
ACIa

浓度

发生变化时!还可降低算法对光谱变化的敏感性!使模型稳

健性增强#因此!对于二类复杂水体!构建基于相对高度的

反演模型是能够直接提高反演精度的有力手段#

为此!提出一种基于相对反射深度&

2/%519b/2/d%/019$6

7/

(

1O

!

BBC

'的反演模型构建方法#将相对反射深度定义为

辐照度反射率在特征波段
E!:=

&

!",

$

!=>6M

'"

E<<!

&

<!<

$

<*)6M

'"

E=*:

&

="<

$

<-)6M

'和
E*-<

&

<)=

$

*,:6M

'中的相

对高度#其中!反射谷波段的相对高度称为相对反射谷深

度!反射峰处的相对高度称为相对反射峰深度#

BBC

的计算

公式为式&

,"

'(基线定义为特征波段左右两个端点的连接

线#据此!得到相对反射谷深度
BBC

!:=

!

BBC

<<!

和相对反射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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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深度
BBC

=*:

!

BBC

*-<

!如图
*

所示#

图
V

!

相对反射深度

(.

/

0V

!

&3*>5.J3,3=*345.;<83

2

5'9

!!

将相对反射深度及其比值与实测叶绿素浓度值进行了相

关性分析!显著性水平
-&-,

时!叶绿素浓度对数值与

BBC

*-<

!

BBC

!:=

!

BBC

=*:

.

BBC

<<!

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
-&!=<)

!

-&:),)

和
-&:>!=

!可作为基于
BBC

构建反演

模型的主要参量#

"

!

结果与讨论

@0%

!

秦皇岛海域夏季叶绿素的时空分布

图
U

!

V

月叶绿素浓度分布

&

5

'%横剖面图(&

U

'%垂向剖面图

(.

/

0U

!

)'*;,;

2

'

C

**4;<43<5,>5.;<8.95,.:65.;<9.<a6*

C

&

5

'%

A2$333/019$63

(&

U

'%

#/21905%3/019$63

!!

将标定后的叶绿素浓度在站位分布范围内进行了三维线

性插值!得到了
*

月和
>

月海面下的横剖面分布如图
>

&

5

'"

图
)

&

5

'所示"垂向剖面分布如图
>

&

U

'"图
)

&

U

'所示#

图
R

!

U

月叶绿素浓度分布

&

5

'%横剖面图(&

U

'%垂向剖面图

(.

/

0R

!

)'*;,;

2

'

C

**4;<43<5,>5.;<8.95,.:65.;<9.<L6

/

695

&

5

'%

A2$333/019$63

(&

U

'%

#/21905%3/019$63

!!

*

月到
>

月间!叶绿素浓度变化范围为
-&,),=

$

=&:!*

M

G

)

M

H:

!总平均值为
"&-:<M

G

)

M

H:

!表面平均浓度分别

为
,&<-,

和
,&:<:M

G

)

M

H:

!与近年来年秦皇岛海域外海调

查结果*

,!

+基本一致#叶绿素浓度近岸高"远海低!在近岸河

口处出现了河水径流造成的浓度扩散的特征(在金山嘴东北

方向的中下层!出现了高浓度水体!与该海域内风生流"潮

流及密度流等水动力环境的研究结果*

,=

+一致#

@0@

!

船载高光谱数据的叶绿素浓度
&&"

反演模型构建

*

月和
>

月份站位总数是
<:

个!剔除由船体晃动"光线

不足等外部环境造成的无效数据!剩余叶绿素浓度与光谱数

据
=*

组#利用其中
:>

组数据进行基于相对反射深度的
BBC

模型构建!并与
IA!

!

IA=

!

IA<

和
@TX

算法进行比较(余

下的
,)

组数据用于验证#

BBC

模型的叶绿素浓度反演值为
1

AXT

p,-

G

#其中

G

$+

-&-<:"!

+

"&==>*X

M

BBC

<<!

BBC

& '* +

=*:

"

+

:&:!*"%

G

BBC

<<!

BBC

& '

=*:

(

:&-=>>BBC

!:=

(

<&):!"BBC

*-<

&

,=

'

!!

反演值与实测值比较的结果如图
,-

所示#显著性水平

-&-,

时!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均方根误差为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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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

M

H:

!平均相对误差为
">&::D

#

图
%Q

!

叶绿素浓度高光谱数据反演结果

(.

/

0%Q

!

$<J3,9.;<,396*59;=4'*;,;

2

'

C

**4;<43<5,>5.;<

69.<

/

'

C2

3,9

2

345,>*8>5>

!!

利用式&

)

'将辐照度反射率转换为遥感反射率!并分别

选取
!,"

!

!!:

!

!)-

!

=,-

!

===

及
<*-6M

为
(

,

$(

<

!以其为

中心值取
r=6M

波段范围内光谱均值后!依式&

,-

'!式&

,,

'

和式&

*

'分别进行了
IA!

!

IA=

和
IA<

算法反演(同时取

@TXpBBC

*-<

.

.

确定了基于
@TX

的反演算法#各算法与

BBC

模型的反演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叶绿素浓度反演算法比较

(.

/

0%%

!

);7

2

>,.9;<;=.<J3,9.;<>*

/

;,.5'79

=;,4'*;,;

2

'

C

**4;<43<5,>5.;<

!!

在置信水平
-&-=

时!各算法反演值与实测值的相关系

数"均方根误差及平均相对误差如表
,

所示#

表
%

!

反演算法比较

B>:*3%

!

);7

2

>,.9;<;=.<J3,9.;<>*

/

;,.5'79

指标
6 Ba.V aBV

.

D

BBC -&>>:=> -&!*)"! ">&::

IA! -&,=!> ,&-=:< >,&:<

IA= -&:-,) ,&-,>< **&>)

IA< -&,=>< ,&-="< **&!<

@TX -&=,:, -&>):= ==&==

!!

由图
,,

及表
,

可知!秦皇岛海域中!

IAG

算法反演值

与实测值相关系数较小!均方根误差
%

,

"平均相对误差约

为
**D

$

>,D

!反演精度较低(

@TX

算法误差虽低于
IAG

算法!但比
BBC

模型高出
"*D

#

@TX

算法及
IAG

算法在叶绿素浓度
#

-&)M

G

)

M

H:

时!均出现高估现象!说明模型在叶绿素浓度较低时易受高

浓度
ACIa

的影响(而在叶绿素浓度
%

,&>M

G

)

M

H:时则出

现了低估且数值基本恒定!说明模型对叶绿素浓度变化不敏

感!处于失效状态#二类水体中!黄"绿波段的遥感反射率

高于蓝波段!与一类水体的光谱有较大差异性!同时水色要

素混叠!叶绿素信息的信噪比低!导致依据光谱绝对高度的

IAG

算法误差较大甚至失效(而当浓度较低时!荧光效应不

明显!

@TX

算法难以达到较高精度#叶绿素反演算法比较的

结果表明!

BBC

模型对于二类水体中水色要素分离"提高叶

绿素浓度信噪比的效果极为显著#

用剩余的
,)

组数据对
BBC

反演模型式&

,=

'进行了验

证#结果如图
,"

所示#显著性水平
-&-,

时!估算值与实测

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均方根误差为
-&):-:)

M

G

)

M

H:

!平均相对误差为
:,&,*D

#此结果符合国际上叶

绿素浓度反演误差
#

:=D

的模型构建标准!进一步证明了

BBC

算法的可行性#因此!对于二类水体!依据相对反射深

度构建反演模型不但可以使叶绿素浓度的反演精度大幅提

高!也有望成为其他水色要素反演的重要手段!对于复杂水

体光学特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图
%@

!

高光谱相对反射深度反演模型验证

(.

/

0%@

!

]>*.8>5.;<,396*59;=,3*>5.J3,3=*345.;<83

2

5'9

.<J3,9.;<7;83*=;,'

C2

3,9

2

345,>*8>5>

@0A

!

叶绿素浓度的卫星数据
&&"

反演模型构建及验证

我国海洋卫星
XK+,A

.

C

采用上"下午双星组网!其上

搭载的
AIAZ.

可获取西北太平洋!即渤海"黄海"东海"南

海和日本海区域的海水光学特性"叶绿素浓度"悬浮泥沙含

量"

ACIa

"海表温度等数据!覆盖周期为
-&=7

!星下点地

面像元分辨率
.

,,--M

#在我国国家海洋卫星应用中心
*

月
"-

日$

"=

"

>

月
:-

日$

)

月
"

日
AIAZ.

数据中!共得到

覆盖了调查海域的
T"8

及
T"E

产品各
=

组#其中!

T"8

产

品包括
!,"

!

!!:

!

!)-

!

="-

!

=<=

!

<*-

及
*=-6M

的遥感反射

率!

T"E

产品包含依据上述波段遥感反射率反演的叶绿素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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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

将
T"E

产品中的
>

月
:-

日的叶绿素浓度在图
:

所示外

海调查区域进行了线性插值!叶绿素浓度分布如图
,:

&

5

'所

示!同一天实测的表层叶绿素浓度分布则如图
,:

&

U

'所示#

图
,:

中红色点分别表示像元覆盖点及站位信息#由图
,:

可

知!卫星覆盖的像元点多且密集!覆盖面积远大于船载测

量!充分体现了卫星遥感范围大"实时快速"成本低的特点#

图
%A

!

U

月
AQ

日叶绿素浓度分布

&

5

'%卫星数据(&

U

'%实测数据

(.

/

0%A

!

)'*;,;

2

'

C

**4;<43<5,>5.;<8.95,.:65.;<9;<AQL6

/

695

&

5

'%

.51/%%91/7515

(&

U

'%

a/53P2/77515

!!

在
*

月和
>

月原位调查海域内!像元点对应的卫星遥感

反射率及插值后的叶绿素浓度数据共
),

组#将各波段的遥

感反射率及任意两波段的比值与叶绿素浓度进行了相关分

析#显著性水平为
-&-=

时!叶绿素浓度的对数值只与
="-

6M

处的遥感反射率
6

="-

及反射率比值
6

!!:

具有相关性!相

关系数分别为
-&=*="

和
-&")"-

#

与高光谱数据相比!多光谱数据携带的叶绿素特征信息

较少#为了提高信噪比!构建相对反射深度#利用
!!:

!

!,"

!

!)-6M

及
="-

!

!,"

!

*=-6M

依式&

,"

'确定了相对反射深度

BBC

!!:

及
BBC

="-

!如图
,!

所示#其中
BBC

!!:

与叶绿素在

!!:6M

处的特征反射谷相关!而
BBC

="-

则可通过长基线滤

除线性及直流噪声#

!!

显著性水平为
-&-,

时!

BBC

与叶绿素浓度对数值之间

的相 关 系 数 较 高 的 是
BBC

="-

&

-&=,:=

'及
BBC

!!:

.

6

="-

&

-&",<!

'#取
),

组数据中的
<"

组数据!用相关系数最高的

参量
6

="-

!

BBC

="-

!

6

!!:

及
BBC

!!:

.

6

="-

进行了反演模型构

建#叶绿素浓度为
1

AXT

p,-

G

!而

G

$+

,&"<:<

(

!<&>-"=6

="-

+

)>&*<*)BBC

="-

(

"&):*:6

!!:

(

,&>!"<

BBC

!!:

6

="-

&

,<

'

!!

反演结果如图
,=

所示#显著性水平
-&-,

时!反演值与

实测值的相关系数为
-&*-:!

!均方根误差为
-&!"="*M

G

)

M

H:

!平均相对误差为
"!&=<D

#

图
%D

!

卫星遥感反射率的相对反射深度

(.

/

0%D

!

&3*>5.J3,3=*345.;<83

2

5'9;=9>53**.53

,37;5393<9.<

/

,3=*345><43

图
%F

!

叶绿素浓度的卫星数据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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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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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9.;<,396*59;=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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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43<5,>5.;<

:>938;<9>53**.538>5>

!!

利用剩余
:,

组数据对反演模型进行了验证!并与同期

卫星遥感
T"E

产品中的叶绿素浓度进行了比较#比较和验证

的结果如图
,<

所示#显著性水平
-&-,

时!实测叶绿素浓度

数值与模型反演数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均方根误

差为
-&<*=-"M

G

)

M

H:

!平均相对误差为
"=&=:D

(而
T"E

产品的叶绿素浓度值与实测值的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

!均方根误差为
"&>:)<M

G

)

M

H:

!平均相对误差高

达
*>&)*D

#

!!

依据
BBC

确定的反演模型!使叶绿素浓度的平均相对

误差降低了
=:&!!D

!大幅提高了叶绿素浓度估算值的准确

性#对于近岸二类水体!受红外波段离水反射率不为零影

响!大气校正时在每个波段都会引入线性噪声(同时近岸海

域复杂的气溶胶时空分布"仪器噪声"舍入误差"白帽及耀

斑剔除等因素也使遥感反射率的精度受到较大限制#而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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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深度对线性"直流及斑点噪声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

!

可提高光谱利用率及信噪比!是一种极具应用价值的卫星遥

感叶绿素反演算法#

图
%H

!

多光谱相对反射深度反演模型验证

(.

/

0%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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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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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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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

二类水体叶绿素浓度的反演精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在秦皇岛海域进行叶绿素浓度及表观光学参量的原位测

量及数据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对反射深度的高光谱叶绿

素浓度经验模型构建方法并与
IAG

等算法进行了比较及数

据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BBC

反演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叶绿素

特征波段信息!降低了模型对光谱强度变化的敏感性!极大

程度地降低了
'8Y

和
ACIa

产生的干扰#与光谱绝对高度

相比!相对反射深度更适用于二类水体叶绿素浓度的反演#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卫星多光谱数据的
BBC

反演模型!并

进行了验证#高光谱与多光谱
BBC

模型均使叶绿素浓度反

演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BBC

模型简便易行!是一种基于谱

线形状的高精度"快速反演算法#不但适用于船载光谱仪的

高光谱数据及卫星遥感多光谱数据!对于水体剖面光学测量

数据的反演及其他水色要素反演估算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

值!对于卫星遥感生态环境监测"水体光学参量测量等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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