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矿测绘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0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卫星遥感影像处理技术分析 
 
周玉秀 1  申忠昌 2 
1 青海省基础测绘院  2 青海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DOI:10.32629/gmsm.v3i1.523 
 
[摘  要] 卫星遥感影像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实际生活密切相关,遥感影像的本质是一种能够反映地物目标电磁辐射特性的能量分布图,能够在同

一个空间位置上获取不同波段、不同时间变化的遥感图像,从而为相关人员识别和区分不同地物、提取各类信息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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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遥感影像处理技术概述 

卫星遥感影像处理技术所获取的图像数据是地物目标电磁波辐射能

量,这种能量包含反射和自身反射两种形式,反射的能量经过大气层衰减

之后会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之后的信息经过卫星地面接收站处理能够在

大限度上还原图像。卫星遥感影响是多种信息和噪声的综合体,通过对

这些图像信息分析、处理能够实现混合信息的有效分离,减少外界无用信

息的干扰。卫星遥感影像处理技术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以下几个

方面的特点：第一,一星多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使用能够提升几何分辨

率的全色波段,为相关人员提供多光谱数据信息。第二,通过应用多种技术

形式来将重访周期控制在几天之内。第三,纹理特征具备变异性的特点,

统一地类组成要素丰富,地类光谱统计特点不稳定。 

2 卫星遥感影像处理分析 

2.1卫星遥感影像纠正处理 

为了降低对用户专业水平的需求,扩大用户范围,同时保护卫星的核

心技术参数不被泄漏,绝大部分卫星数据向用户提供一种与传感器无关的

通用型成像几何模型—有理函数(RPC)模型,替代以共线条件为基础的严

格几何模型。RPC模型的建立采用“独立于地形”的方式,即首先利用星载

GPS测定的卫星轨道参数及恒星相机、惯性测量单元测定的姿态参数建立

严格几何模型；之后,利用严格模型生成大量均匀分布的虚拟地面控制点,

再利用这些控制点计算RPC模型参数,其实质是利用RPC模型拟合严格几何

成像模型。 

RPC模型纠正具有多个特点,它对任何卫星类型的遥感影像数据都是

有效的,处理时需要高精度的DEM,采用复杂的多项式进行拟合,一般2～3

阶,需要的控制点较多。 

纠正控制资料一般有外业控制点、DOM、DLG或者DRG数据,纠正前一定

要明确控制资料的坐标系统,通过RPC参数与控制资料的相关投影关系,可

实现控制点的快速准确定位,中误差需控制在2～3个像素以内,若较大,则

需调整,具体根据参考资料及地形差异确定。若为全色与多光谱配准精度,

则控制在0.5～1个像素内为宜,才能保证融合后影像不会有重影、模糊的

现象,重采样方法一般选择双立方或者三次卷积,避免和减少线性地物锯

齿现象的发生。 

卫星遥感影像纠正质量把关严不严,关系到后续工作处理和成果的精

度, 后才发现纠正有问题的话再去返工处理、极大降低效率,一定要对纠

正质量进行严格检查。纠正质量检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检查,一是控

制点定位是否准确,分布是否均匀；二是纠正控制点单点 大误差是否超

限；三是纠正控制点残差中误差是否超限；四是纠正影像精度是否超限。 

2.2卫星遥感影像融合处理 

遥感影像融合一般可分为：像素级、特征级和决策级融合。像素级融

合是指将配准后的影像对像素点直接进行融合。优点是保留了尽可能多的

信息,具有较高精度。缺点是处理信息量大、费时、实时性差。由于像素

级融合是基于 原始的图像数据,能更多地保留图像原有的真实感,提供

其它融合层次所不能提供的细微信息,因而应用广泛,推荐使Pansharping

融合算法,它能 大限度地保留多光谱影像的颜色信息和全色影像的空间

信息,融合后的图像更加接近实际。 

对于缺失蓝波段的卫星遥感影像来说,一般可用近红外波段来替代蓝

波段,同时对绿波段进行处理。通过RGB={B2,(B1+B2+B3)/3,B3}的方式进

行假彩色合成,可合成接近自然的颜色。 

对于四波段并具有RGB的影像,由于秋冬季节、制图需要或植被识别等需

对绿色进行增强,而简单的通过RGB颜色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因近红外对绿

色等植被反应灵敏,可在绿波段加入近红外波段,RGB={B3,(B2*x+B4*y),B1；

x(0～1),y(0～1),X,Y则根据影像成像时间或需要进行调节},从而达到增强

绿色的目的。 

对遥感影像融合质量检查的内容主要有：一是融合影像是否有重影、

模糊等现象；二是融合影像是否色调均匀、反差适中；三是融合影像纹理

是否清楚；四是波段组合后图像色彩是否接近自然真彩色或所需要的色彩。 

2.3卫星遥感影像镶嵌和裁切 

卫星遥感影像镶嵌是把不同景纠正融合后的成果合并,镶嵌前要保证

镶嵌前各景影像接边精度符合要求,一般两个像素以内,镶嵌线应尽量沿

线状地物、地块边界,空旷处及山谷地带选取,避免切割完整的地物,并尽

量舍弃云雾及其它质量相对较差区域的影像,镶嵌线羽化时,需保证镶嵌

处无裂缝、模糊、重影现象,镶嵌影像整体纹理、色彩自然过渡、色调均

一,镶嵌调色完成后按裁切范围将成果进行输出。 

3 结语 

虽然我国遥感影像技术的起步较晚,但是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下,

遥感影像技术在环境监测、地质勘探、工程勘察、城市规划等方面得到了

有效利用。在遥感影像技术的深化发展下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

有利的支持,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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