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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利用 1 9 9 2 年春
、

夏
、

秋
、

冬四季 6 个时相的 N O A A
一

l l/ A V H R R 资料
,

在与上海区域

行政图 (边界 以乡为单位 )进行几何精度纠正的基础上
,

通过图象增强处理和多通道信息组

合
,

提取上海市区和浦东新区的热力场分布特征
,

并用直接对比法
,

建立亮温
一

气温的相关关

系
,

取得较好的效果
.

据上海温度分布图象分析
,

新区的两个热中心与工业群体区
、

建筑群体

区相对应
;

市区的 3个热中心与商业经济密集区及工业群体区相对应
.

关镇词
:

气象卫星
;
几何纠正

;
温度分布

.

1 引 言

上海浦东新区位于我国弧形海岸线的中点
,

长江的出海 口
,

外向辐射可及世界各洲
,

内向辐射通 向内陆各地
,

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 区经济发展的龙头
.

在浦东新区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

同步或超前研究新区的热力场分布特征
,

对新区的城市规划
、

环境保

护
、

气候分析等研究均能提供有用的资料
.

并能为新区开发后的热力场变化的动态监测积

累本底数据资料
.

采用常规方法研究地表的热力景观特点
,

因观察线路的同步性和点位密度的限制
,

对

于深入了解热力场的平面分布特征和 内部结构带来一定困难
.

而采用遥感方法
,

由于卫星

观察时相多
、

范围广
,

资料的同步性和点位的密集性好
、

并有与景观相结合的优点
,

十分有

利于热力景观分析
.

本文利用美国 N O A A 气象卫星 A V H R R 多时相遥感资料
,

分析了上

海市区和浦东新区的热力场分布特征及季节变化规律
,

并对 N O A A 影象的地面配准
、

亮

温信息提取 及亮温与气温相关分析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

19 9 2 年 1 0 月 19 日收到
, 1 9 9 3 年 7 月 2 0 日收到再 改稿

.

本 文属十 」几海市计委 资助的 ( 卜海农业遥感 监测 系统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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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杨星卫等
:

卫星资料在上海浦东新区热力场分析中的应用

C H R既包含城镇地理位置的准确信息
,

又包含了较为清晰的水陆分界
,

为配准时控

制 点的选择提供基础图象
.

a 、

b 为加权系数
,

选值以结果图象的清晰
、

信息丰富为标准
,

通

常用
a 一 0

.

7
,

b 一 0
.

3
.

见图 1 (。 )
.

( 3) N O A A 影象的几何纠正

由于直接利用卫星测控中心所提供的轨道报及由卫星接收到的扫描实时参数来计算

象元的经纬度坐标位置
,

其精度很有限
.

为进一步提高卫星数据的地理定位精度
,

目前主

要有两类方法
,

一是利用地面控制点来修正象元位置的卫星轨道参数和姿态参数
,

重新定

位
,

这就是地标导航方法
;另一是利用普通的图象几何纠正方法

,

即利用 图象上若干控制

点
,

求出本底图象和待配准图象的象元之间位置的函数关系
,

经过数据内插
,

重新生成一

幅位置得到纠正的图象
.

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
.

图 1 d( )是配准后的 N O A A
一

n 单通道图象
,

配准时我们共选取 21 个同名控制点
,

配

准后最大误差 < 0
.

6 个象元
.

(4 ) 热红外信息提取

对于配准后的 4
、

5通道的图象进行非线性增强
,

主要为了尽可能明显地表征地表温

度不同层次
.

实验表明 C H 4
、

C H S 的亮值频段往往落在一段很窄的灰度范围内 (通常 <

20 )
,

而且经常有云的干扰
.

针对这一情况
,

我们选用非线性分段拉伸的方法实现图象增强

同时注意到 C H 4
、

C H S 增强后的图象分别具有不同的亮值分布范 围
.

因此
,

当我们将二

幅增强后图象复合时
,

就能产生更多的灰度层次
.

即

C H T ~ c C H 4 十 d C H S ( 4 )

其中
` 、

d 为加权系数
.

( 5) 亮温与气温的相关分析

上文所述
,

气象卫星 4
、

5 通道接收的是地表热红外辐射率
,

经换算可得地表亮温值
.

真实地表温度是亮温和地表的红外比辐射率的函数
.

由于地面测点不同季节地表 的植

被
、

建筑物
、

水体和土壤的比辐射率差异大
,

变化也大
.

因此地面温度难以代表约 1
.

l x

1
.

kI m
Z

范围内的温度情况
.

而气温是 1
.

s m 高度百 叶箱内通风环境下的温度
,

显然气温

的代表性优于地温
.

本文以 1 9 9 2 年 2
、

4
、

7
、

10 月 4 个月 6 个时相的 N O A A
一

n 的 4 通道

数据为建模的基础资料
,

取 7 个气象台站所在亮温值为自变量 x ,

同一时相气象台站观测

的气温值为因变量 y
,

分别建立亮温
一

气温的回归方程
,

结果见表 1
.

由于各站亮温
一

气温的映照关系均呈线性分布
,

且汇聚在一带状空间内
,

作者用 7 个

样点的平均亮温值和平均气温值建立回归方程 y 一 0
.

5 1 9 8 8 3 十 0
.

9 1 8 3二
, 二一 .0 99

,

以此代

表上海地区四季白昼晴天的亮温对气温的换算关系

表 1 上海各气象站气沮与亮沮回归方程

站名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 r)

川沙 夕 = 0
.

9 7 6 9 6 2+ 0
.

8 9 2 7 3 7x 0
.

9 9

南汇 夕 = 0
.

5 0 + 0
.

9 4 25 l x 0
.

98

奉贤 夕 = 2
.

8 2 4 6 8+ 0
.

8 5 19 52 x 0
.

9 6

松江 少 = 一 0
.

9 0 5 4 2 8+ 0
.

9 4 7 6 7 x o
·

9 8

金 ilJ 夕 = 一 0
.

2 1 2 6 5 9+ 0
.

9 76 4 6 2 x 0
.

9 9

青浦 少 = 0
.

1 6 0 2 3+ 0
.

9 5 97 8 3 x 0
.

9 7

嘉定 y = 1
.

7 7 7 1 4+ 0
.

8 3 5 9 78 x 0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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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工业 区
,

包括上钢一 f
’ 、

杨树浦发电厂等
;
苏州河沿岸的沪西工业区主要以棉毛纺织厂

为主
.

除存在热场高温 区外
,

在市区西南部上海市体育馆到虹桥机场附近存在一个较明显

的热场低温区
.

另外
,

在市区北部大场机场附近也有一个弱的低温中心
.

从 4 月
、

6 月
、

7 月 3个时相的图象对 比分析中可见
,

城市热岛效应在春季 4 月和夏季

7 月较强
,

在春夏交替的 6 月较弱
,

这可能和上海地区正处梅雨季节有关
.

此外
,

尽管随着

季节变化热岛强度有强弱
、

范围有大小之分
,

但 3 个热场高温区始终存在
,

这是由下垫面

景观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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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r r e e t i o n m e t h o d
.

S e c o n d
,

w i t h t h e h e lp o f i m a g e e n h a n e e m e n t s a n d t h e m u l t i
一 e h a n n e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e o m b i n a t i o n , t h e h e a t d is t r ib u t i o n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h e u r b a n d i s t r i e t s o f

S h a n g h a i a n d P u d o n g N e w A r e a a r e o b t a i n e d
.

A t la s t
,

b y u s i n g t h e d i r e e t e o n t r a s t

m e t h o d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o t w e e n t h e b r ig h t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r e a l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r e

e s t a b l i s h e d
.

I t 15 s h o w n f r o m t h e i r`、 。 g e a n :一l y s i s o f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t h a t t w o h e a t

e e n t e r s i n P u d o n g N e w A r o a e o : T e s p o n d t o i n d u s t r i a l a r e a a n d g r o u p b u i l d i n g a r e a ,
t h r e e

h e a t e e n t e r s i n u r b a n d i s r r i e t s e o r r e s P o n d t o e o m m e r e i a l
, r e s i d e n t i a l a n d i n d u s t r i a l

a r e a s
。

K e y w o r d s :

M e t e o r o l o g i e a l s a t e
l l i t e ; G e o m e t r i e e o r r e e t i o n ;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 s t r i b u t 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