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B 卷!第 ! 期 自"然"资"源"遥"感
V(YQ!B!C(Q!"

&<&& 年 E 月 !"#$%"&"'&(')*$!'+%,!+-!"&$,!."&

J,*Q!&<&&"

5(0" :<Q=<B=_h+haaPQ&<&::B&

引用格式" 陈艳英!马鑫程!徐彦平!等Q地形及CMV9在林火遥感监测二次识别中应用的方法探讨+ ,̂Q自然资源遥感!&<&&!

!B'!("WW %E=Q'7-,. ]]!I3b7!bO ]H!,43YQI,4-(5/N(+4-,3**Y0'340(. (N4(*(P+3*-a3.5 CMV90. +,%05,.40N0'340(. (N+,)(4,

/,./0.P%U3/,5 )(.04(+0.P(NN(+,/4N0+,/+ ,̂QS,)(4,J,./0.PN(+C34O+3YS,/(O+',/!&<&&!!B'!("WW %E=Q(

地形及 CMV9在林火遥感监测

二次识别中应用的方法探讨

陈艳英:

! 马鑫程&

! 徐彦平!

! 王 颖B

! 汪艳波D

!:Q重庆市气象科学研究所"重庆"B<::B?$ &Q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

!Q重庆市开州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重庆"B<DB<<$ BQ重庆市江津现代农

业气象试验站"重庆"B<&&=<$ DQ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朝阳":&&<<<#

摘要# 挖掘归一化植被指数'.(+)3Y0h,5 50NN,+,.',1,P,4340(. 0.5,6!CMV9(及地形因素在地表分类中具有指示意义!

其结果可很好地应用于特定场景% 利用 &<<&*&<&< 年GfTG_IgM9J CMV9及地形指数'高程及坡度(提取重庆地

表分类信息!将重庆地表分为林地&草地&果园&旱地&水田&水体和建筑用地 ? 类% 基于重庆地形破碎致使农&林&

草用地交错分布的特征及防火需求!将林地&草地&果园&旱地划分为林火关注区!水田&水体&建筑用地划分为非林

火关注区% 利用林火关注区分级结果对 &<<&*&<&< 年 GfTG_IgM9J 监测热点&&<:B*&<&< 年 $]! %7_V9SS监

测热点&&<:E*&<&< 年$]! %M_I;SJ9监测热点进行二次识别% 结果表明!单项地类提取结果!除旱地和果园等经

济林区外!其余各地类提取精度在 =B[以上) 林火关注分区精度在 W=[以上% 利用林火关注分区结果对遥感监测

林火点进行二次识别!发现GfTG_IgM9J监测的林火点中!B=Q&?[的点在非林火关注区!$]! %7_V9SS和$]! %M_

I;SJ9监测的林火点中!分别有 &=QB?[ 和 ::Q?=[的点在非林火关注区% 对 &<&: 年 D 月 :*& 日林火遥感监测

结果进行二次识别!GfTG_IgM9J 和 ;̀SSG_IgM9J 监测结果中!有 W:Q<W[的点落在非林火关注区!$]! %7_

V9SS监测结果有 ?:QB[落在非林火关注区% 利用CMV9及地形指数提取复杂地形区域地表分类信息并应用于林

火遥感监测二次识别!可有效降低复杂地形区域林火监测干扰信息!降低热点核实人力物力投入%

关键词# 归一化植被指数'CMV9() 地形指数) 林火) 遥感监测) 二次识别

中图法分类号# H̀?E"文献标志码# G"""文章编号# &<E? %<!Bb'&<&&(<! %<<W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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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火监测&预警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

及时&准确地发现着火点!并将林火消灭在发生初

期!是实现林火#打早&打小&打了$目标的关键支

撑+:,

% 目前卫星监测&航空监测&地面巡护和望

台监测这 B 种+&,林火监测措施中!卫星监测有诸多

优势!能够实现大范围实时监测!且随着气象静止卫

星分辨率的提高!卫星林火监测基本实现了全天候&

大范围的准无缝监测% 在林火监测的应用中!遥感

能够对潜在危险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和持续跟踪!因

此可以及时发现火情!实现林火的早发现早处理!降

低灭火成本!减少潜在损失!弥补了基于望塔等传

统监测方法的不足!已成为当前林火实时监测的重

要手段之一%

林火遥感监测的算法主要包括指数法+! %B,

&亮

温结合阈值法+D %=,

&多通道彩色合成法+?,

&绝对火点

识别法+W %E,和上下文法等% 基于众多林火监测方

法!可用于林火监测的波段也不断被挖掘!除了传统

的中心波段在 B

&

)和 ::

&

)的中红外及远红外波

段外!可见光等波段在林火监测中也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 在实际监测过程中!有大部分被判定为林火

的像元点并无林火发生!称之为空报) 而被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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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林火的像元可能包含有温度低&面积小的林火!称

之为漏报% 无论是空报还是漏报!都大大降低了卫

星监测林火的可信度% 空报和漏报之间!及其与监

测准确度之间是矛盾的!降低空报率!漏报率会升高!

反之亦然)但无论空报率或漏报率升高都会降低监测

准确度%

卫星探测到的林火是地表热异常的一种!地表

热异常现象通常包括" 火山喷发&森林燃烧&草原燃

烧&溢出油气燃烧&人工目标燃烧&农业秸秆焚烧&垃

圾焚烧处理&工业热排放&高温作业工矿场地等+:<,

!

森林草原火是遥感热异常监测中的一部分点源+::,

!

在卫星林火监测工作中!其余地表热源点是干扰源!

会影响监测精度% 此外!水体&沙漠&云&大型建筑或

建筑群等非热源区!由于高反射或高能源利用的影

响!在卫星检测地表热源点的过程中容易被误判为

异常高温点% 因此!在林火遥感监测过程中!这些非

林区的异常高温点及高反射'高能源利用区(点便

是干扰点!降低了林火遥感监测的准确度%

为了提高林火遥感监测的准确度!需要对监测

的异常高温点进行筛查!以便去掉非林火关注区热

点!提高监测的准确度% 对高温点进行筛查的方法

和手段较多!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用高分辨率

数据检验低分辨率数据!缺点是与检测热点同步的

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不能随时获取) 现场调查及无人

机巡航!缺点是成本较高!且反馈时间较长%

在重庆应用卫星监测林火还存在以下问题" 在

卫星红外通道易出现高温点的地物如工矿区&工业

热源&建筑群&水体等区域与林区交叉分布!这些非

林火高温点不仅降低了林火监测的精度!还增加了

排查的难度) 重庆地形破碎!林地与农用地交错分

布!农耕用火不仅难以与林火区分!还经常引发森林

火灾!因此对农耕地用火需要加以关注或进行管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 .(+)3Ye

0h,5 50NN,+,.',1,P,4340(. 0.5,6!CMV9(及地形指数提

取用于林火筛查的地表分类数据!利用该地表分类

数据!对卫星监测的地表高温点进行二次识别!从而

剔除林火非关注区的异常高温点!提高林火监测的

准确度%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Q:"研究区概况

重庆地处中国内陆之西南!年平均温度为 :?QW r!

常年降水量为 : <<< A: BD< ))!气候的地带性和垂

直方向变化明显!导致各地地表温度差异显著% 地

带性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属于西南林区范畴!

林地分布于高程较高&坡度大于 :D>的中低山区或

高程较高的山区% 地形起伏大!地表覆盖破碎!林区

与旅游景区&度假避暑区&高山风电场&高山高压输

电线路&居民点&农耕地交错分布+:& %:!,

!导致居民农

耕及生活&祭祖等活动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地表非林

火热源多且与林火不易区分!在利用遥感数据进行

林火监测时会出现大量的非林区高温点!这容易使

森林防火和监测出现纰漏%

:Q&"数据源

:Q&Q:"GfTG_IgM9J地面高温点数据及CMV9数据

整理了 &<<&*&<&< 年 GfTG_IgM9J : c)地

面高温点数据集 I]M:BG: 及 &D< )CMV9数据集

I]M:!f:!数据范围为 L&?V<D 和 L&?V<= & 个区

域!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

:Q&Q&"$]! %7_V9SS和 $]! %M_I;SJ9地面高

温点数据

整理了 &<:B*&<&< 年$]! %7_V9SS和 &<:E*

&<&< 年 $]! %M_I;SJ9: c)地面高温热点数据

集!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风云卫星遥感数据服务

网%

:Q&Q!"其他辅助数据

通过 E: 卫图助手桌面端采集了重庆市 & )空

间分辨率土地类型样地数据!样地类型包括林地&草

地&果园&旱地&水田&水体&建筑用地 ? 类) 收集了

空间分辨率 :&QD )数字高程模型'50P043Y,Y,1340(.

)(5,Y!M;I(数据!来源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所的高

级陆地观测卫星%:'G513.',5 F3.5 gU/,+10.PJ34,Ye

Y04,%:!GFgJ(%

:Q!"数据处理

:Q!Q:"重庆森林火监测点数据集

选取 &<<&*&<&< 年GfTG_IgM9J监测热点数

据I]M:BG:&&<:B*&<&< 年 $]! %7_V9SS监测热

点数据和 &<:E*&<&< 年 $]! %M_I;SJ9作为遥感

监测高温热点源% 各卫星热点数量见表 :%

表 !"不同来源热点数量

=-8&!"P/?8),1241+5(1+52,1?:$22),)3+51/,*)5

数据来源 GfTG_IgM9J $]! %7_V9SS $]! %M_I;SJ9

热点数量_个 & :DE !B &W

""从表 : 可见!$]! %7_V9SS和 $]! %M_I;SJ9

卫星由于监测年限较短!因此监测热点样例较少!共

=& 个 热点) GfTG_IgM9J 卫星监测年限较长!监

测热点较多!共 & :DE 个热点!其中标注 E 的高可信

度热点最少!为 :W& 个!标注为 W 的中可信度热点多

达 : =:W 个!标注 ? 的低可信度热点 !DE 个%

:Q!Q&"植被指数数据集

选取 &<<&*&<&< 年 GfTG_IgM9J &D< )分辨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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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CMV9数据!通过重投影&格式转换&裁剪后!获取

重庆区域的 CMV9% 为了降低云的影响!将 GfTG_

IgM9J 监测的 CMV9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合成逐月

CMV9!基于此计算多年月平均 CMV9% 如果单月

CMV9较多年月平均CMV9降低超过 <Q:!则视为无

效值!以当月前后 & 3的均值替补% 如 &<:W 年 : 月

CMV9较 &<<<*&<&< 年 : 月月平均 CMV9小 <Q:D!

则以 &<:? 年和 &<:E 年的均值替代!以此类推% 以

此方法计算了 &<:!*&<:? 年月平均 CMV9!用来辅

助完成土地分类%

:Q!Q!"土地分类数据样本点数据集

林火遥感监测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天然林区及草

地!结合重庆的区域特性!农业用地中的旱地及果园

也是林火防范的关注区域!而建筑用地&水体属于林

火防范的非关注区域!因此本文将土地类型分为林

地&草地&果园&旱地&水田&水体及建筑用地 ? 类%

结合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及 &<:D 年土地利用数据!对

本文 ? 类型土地利用数据取样!样地数见表 &%

表 6"不同土地类型采集的样区数

=-8&6"P/?8),12(.1+5*1..)*+):8; :$22),)3+.-3:+;()5

土地类型 林地 果园 草地 旱地 水田 建筑用地 水体

样地数_个 &<= &?& &B! &!! &ED :BE :E=

:Q!QB"其他辅助数据的处理

利用地理信息系数软件!将空间分辨率为 :&QD )

的数字高程模型'50P043Y,Y,1340(. )(5,Y!M;I(数据

重采样为 D< )!并基于M;I生成了坡度数据%

&"土地覆盖分类

&Q:"样点植被指数及地形分析

结合重庆地表破碎的特点!将 CMV9数据重采

样为 D< )分辨率!与 M;I及坡度对应% 提取样地

月平均CMV9&坡度及高程!见图 :%

'3( 不同土地类型样地CMV9月变化曲线 'U( 不同土地类型样地坡度和高程

图 !"不同土地类型样地P7MT月趋势线及对应坡度Z高程值

#$%&!"R13+4.; P7MT+,)3:.$3)5-3:5.1()Z4)$%4+0-./)512:$22),)3+.-3:+;()5

""分析发现!各样地 CMV9均值较最大&最小值具

有区别度!因此采用月平均 CMV9作为分类指标!而

表征地形的坡度和高程 &个要素!在不同地类中也有

很明显的分异性!因此也作为分类的重要参数% 由图

可见!除水体外!各种土地类型的 CMV9峰值均出现

在 ?*W月份!E月开始减小!谷值基本出现在 :月份!

:*W月!CMV9逐渐增加% 各土地类型中!林地CMV9

最大!其次是草地!水体 CMV9最小!建筑用地 CMV9

次小% 在农田中!B*D 月份旱地CMV9高于水田!其

余月份水田CMV9高于旱田CMV9!果园CMV9月际变

化平缓!:*&月份及 ::*:&月份CMV9较旱地&草地

CMV9偏大!在 =*W 月的生长旺季!果园 CMV9较其

余植被覆盖区CMV9偏低!其余月份CMV9较水田&旱

地&草地&林地CMV9低% 各类土地类型中!坡度和高

程值变化明显!可以结合CMV9进行区分%

&Q&"分类方法及结果

&Q&Q:"人类活动用地与林草地的分离

跟据李伶俐等+:B,的研究及第三次国土调查技

术规范+:D,

!从地形坡度要素来看!重庆耕地集中分

布在坡度 &D>以下的区域) 从地形高程要素来看!重

庆耕地集中分布在 &<< A: D<< )之间的区域% 结

合本文研究!从图 : 样地的坡度&高程分析结果及文

献研究成果发现!坡度过大&高程过高的区域不适合

人类活动!因此本文将坡度
'

:D>且高程在 +<!

: D<<, )之间的区域及坡度在':D>!&D>,之间且高

程
'

W<< )的区域定为可能出现水体&建筑用地及

农业用地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DEQ:D[) 其余区域为

林地&草地!占总面积的 B<QWD[%

&Q&Q&"非植被用地与农用地的分离

水体及建筑用地的 CMV9整体偏低!在 ?*W 月

份水体和建筑用地的 CMV9与植被覆盖区的地表

CMV9相差最大!综合考虑日照条件及建筑用地周

边&街道绿化生长状况!选取 W 月份 CMV9作为参考

指标% 分析CMV9可知!在结合前文识别的水体&建

筑用地及农业用地区域的基础上!水体 ()*%

'

<QB

或高程
'

:D< )且坡度
'

:<>的区域!建筑用地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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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V9在 '<QB!<Q=,之间!水体占地 :QB[!建筑用 地占 BQ![!见图 &%

'3( 水体 'U( 建筑用地

图 6"水体和建筑用地提取结果

#$%&6"F-+),-3:8/$.:$3% )<+,-*+$13,)5/.+5

&Q&Q!"水田"旱地"果园的分离

分析样地 CMV9发现!果园区域 CMV9在 =*W

月较水田&旱地区域 CMV9偏小!但在 ::*:& 月份

CMV9较水田&旱地偏大!其中 ? 月和 :& 月差异明

显!利用这个特点分离农用地中的果园) 水田和旱

地的CMV9季节性突出!在 =*W 月份!水田和旱地

的CMV9基本相当!但在 B*D 月及 E*:& 月!水田

CMV9较旱地CMV9明显偏低!利用这个特点!分离

出农耕地中的水田) 在 W 月份旱地 CMV9较水田

CMV9偏小!其余月份CMV9较水田偏大!其中 :< 月

份偏大最多!利用该特点提取旱地区域!提取结果表

明!农用地占重庆土地面积的 BWQE[!见图 !%

'3( 水田 'U( 旱地 ''( 果园

图 @"农用地提取结果

#$%&@"K%,$*/.+/,-..-3:)<+,-*+$13,)5/.+5

&Q&QB"草地与林地的分离

分析地形及 CMV9发现!草地 CMV9在 !*B 月

份及 :<*:& 月份较林区 CMV9偏小明显!其中 B 月

份和 :& 月份差异较大!分别为 <Q:D 和 <Q:!!基于

该特点!在 &Q&Q: 节提取的林地和草地结果中提取

草地'图 B'3((!在林地和草地结果中去除草地的

其余区域均为林地% 在建筑用地&水体及农用地结

果中!如果坡度在 :=>以上且 W 月 CMV9超过 <QW=

或 :< 月CMV9超过 <Q?B 的区域!视为耕地边缘林

地!因此!林地为这二者的合并区域'图 B'U((% 林

地和草地共占 BDQ?[!见图 B% 基于重庆地表覆盖

类型破碎的特点!重庆林火遥感监测关注的区域除

天然林草地外!旱地和果园等经济林地也是林火监

测的关注区域!因此将土地分类结果按照林火监测

需求分成林火非关注区'包含建筑用地&水体&水

田(&林火监测关注区'包括天然林地&草地&旱地和

果园(!如图 B''(% 从图 &*B 的提取结果看!提取

的水体在中心城区范围偏大!包含了部分建筑用地!

另外!受数据分辨率的限制!境内的小河流不能全部

识别% 建筑用地在中心城区&西部较集中!在东北

部&东南部山区较稀疏% 水田集中在中西部地势低

平的区域!旱地除山区&城区外!分散在各区县!与水

田&林地&果园等交叉分布) 草地主要分布在东北&

东南地势较高的山区!林地在渝东北&渝东南占地较

多&分布广!另外在中&西部山地也有零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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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地 'U( 林地 ''( 林火关注区分类

图 C"草地%林地提取结果及林火关注区分类

#$%&C"J,-55.-3:-3:21,)5+.-3:)<+,-*+$13,)5/.+5-3:*.-55$2$*-+$131221,)5+2$,)*13*),3-,)-5

&Q!"分类结果检验

对分类的结果进行准确度检验!计算样地类

型中!提取的该类土地类型面积占该类样地总面

积的比例代表提取的准确度!比例越大!表明准确

度越高% 一是进行单个地类提取检验!即提取结

果的单个地类与该类样地面积进行对比) 二是进

行林火关注区提取检验!即分别检验建筑用地&水

体&水田样例区内!该 ! 类分类结果占林火非关注

区面积的比例!旱地&果园&林地&草地样地内!该 B

类分类结果占林火关注区面积的比例% 据此计算

了单类样地的准确度'表 !(和林火关注区分类的

准确度'表 B(%

表 @"单个地类准确度检验结果

=-8&@"K**/,-*; +)5+,)5/.+512- 5$3%.).-3:+;() '[(

分类结果
样地类型及各类型所占比例

建筑用地 水体 水田 旱地 果园 草地 林地

建筑用地 =DQE< :EQ:W WQE! DQ!= &=QBD <Q<< <Q:W

水体 &=Q&& ?=Q!& <Q&< <Q<< <Q:: <Q<< <Q<:

水田 :QW? <QWD W<QD! !=Q=D :Q&= <Q<< <Q:?

旱地 :QBB <QW? ?Q<B B?Q&& ?Q=: &QW? :DQW<

果园 :Q&& <Q!< !Q<= WQDD B<Q=: <Q&W <QDE

草地 <Q<< <Q<< <Q<< <Q<< <Q<< =BQ:= !Q!:

林地 !Q!B &QBW <Q&B &Q&! &!QED !&Q=E ?EQE=

表 C"林火关注区分类准确度检验结果

=-8&C">.-55$2$*-+$13-**/,-*; +)5+,)5/.+5

1221,)5+2$,)*13*),3-,)-5 '[(

关注区
建筑用地&水

体&水田面积比

旱地&果园&草

地&林地面积比

林火非关注区 EBQDE :!QEE

林火关注区 DQB: W=Q<:

""从表 ! 和表 B 可见!建筑用地&水体&水田的分

类准确度分别为 =DQE<[!?=Q!&[和 W<QD![!其中

建筑用地误判的 !BQ:<[区域中!绝大部分误判为

水体!水体误判的 &!Q=W[区域中!绝大部分误判为

建筑用地!水田误判区域在建筑用地及旱地占比较

大!分别为 WQE![和 ?Q<B[!三者作为林火非关注

区!识别的准确度达到 EBQDE[% 旱地&果园&草地&

林地的识别准确度差异较大!旱地和果园的识别准

确度分别为 B?Q&&[和 B<Q=:[!旱地误差主要误判

为水田!占 !=Q=D[!果园误差主要误判为建筑用地

和林地!分别占 &=QBD[和 &!QED[!草地和林地的

识别准确度分别为 =BQ:=[和 ?EQE=[!草地误差主

要误判为林地!占 !&Q=E[!林地误差主要误判为旱

地!占 :DQW<[!四者作为林火关注区!识别的准确

度达到 W=Q<:[%

林火遥感监测时出现的高温干扰热点来源于林

火非关注区!结合地表分类信息!对监测高温点进行

二次识别!可以剔除林火非关注区的异常高温点!提

升林火监测的准确度% 本文地表分类的方法对识别

林火非关注区的准确度高达 EBQDE[!能够满足林

火遥感监测需要%

!"高温热点二次识别分析

!Q:"利用林火关注区对监测热点二次识别

将 $]! %7_V9SS!$]! %M_I;SJ9及 GfTG_

IgM9J监测热点与提取的林火关注区分类数据进

行叠加!剔除落在林火非关注区的热点!从而提高监

测准确度% 由热点分布'图 D(可见!$]%! 监测热

点在空间上分布较均匀!IgM9J 监测热点第一个集

中区域在西部&中心城区!第二个集中区在东南部酉

阳&秀山!在东部偏北区域及中部相对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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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_V9SS和$]! %M_I;SJ9监测热点 'U( GfTG_IgM9J监测热点

图 D"#U@ A>ZMTBB$#U@ A7ZREB'T及K[\KZR]7T'监测高温点分布

#$% D" $̂%4+)?(),-+/,)(1$3+:$5+,$8/+$1312#U@ A>ZMTBB! #U@ A7ZREB'T-3:K[\KZR]7T'

""二次识别后热点分布统计见表 D!统计了不同卫

星监测热点在 &类林火监测分区中的数量及比例%

表 D"监测高温点在 6 类林火关注区内的热点统计

=-8&D" $̂%4+)?(),-+/,)5+-+$5+$*5$3+4)+91

+;()51221,)5+2$,)*13*),3-,)-5

热点种类 $]! %7_V9SS $]! %M_I;SJ9GfTG_IgM9J

林火非关注区

热点占比_[

&=QB? ::Q?= B=Q&?

林火关注区热

点占比_[

?!QD! ?<QDE D!Q?!

""从表 D 可见!$]! %7_V9SS!$]! %M_I;SJ9

及 GfTG_IgM9J 在林火非关注区的热点分别为

&=QB?[!::Q?=[和 B=Q&?[!其中 GfTG_IgM9J

监测热点剔除比例较高!在林火关注区的热点占

D!Q?![!$]! %7_V9SS和 $]! %M_I;SJ9卫星监

测热点在林火关注区的占比较高!达 ?<[以上%

图 = 给出了进行二次识别后热点分布% 从图 =

可见!经过二次识别后!$]! %7_V9SS和 $]! %M_

I;SJ9热点主要分布在渝东北&渝东南及中部山

区!在中心城区周边及渝西地区分布较少) GfTG_

IgM9J监测热点在中心城区及周边减少明显!经过二

次识别后!GfTG_IgM9J监测热点在各地基本均匀分

布!中心城区及西部热点占总数的&DQ![!渝东北和渝

东南热点分别占 &=Q=[和 !:Q&[% 二次识别后!林

火关注区内GfTG_IgM9J监测热点剩余 : :=< 个!

其中判识为林火中 %高可信度的热点有 : <&B 个!

占判别为林火总数的 WWQ![) $]! %7_V9SS判识

为林火的 &D 个热点中!&! 个高可信度林火点!占

E![) $]! %M_I;SJ9判识为林火的热点有 :E 个!

= 个高可信度林火点%

'3( $]! %7_V9SS和$]! %M_I;SJ9监测热点 'U( GfTG_IgM9J监测热点

图 G"#U@ A>ZMTBB$#U@ A7ZREB'T和K[\KZR]7T'监测高温点二次识别后分布

#$%&G"7$5+,$8/+$13124$%4+)?(),-+/,)(1$3+58; #U@ A>ZMTBB!

#U@ A7ZREB'T! K[\KZR]7T'-2+),,)A$:)3+$2$*-+$13

!Q&"林火关注分区在业务中的验证及应用

&<&: 年 D 月 :*& 日!利用 ;̀SSG_IgM9J 和

GfTG_IgM9J 数据与 $]! %7_V9SS'$]! %M_

I;SJ9数据出现故障(数据分别进行林火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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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SSG_IgM9J 和 GfTG_IgM9J 上下午 & 颗卫

星共监测高温热点 !?个!$]! %7_V9SS共监测高温

热点 :B 个!见图 ?%

'3( &<&& 年 D 月 & 日$]! %

7_V9SS监测热点

'U( &<&& 年 D 月 :*& 日 ;̀SSG'GfTG(_

IgM9J监测热点

图 H"6X6! 年 D 月 !&6 日=EBBK!K[\K"ZR]7T'$#U@ A>ZMTBB卫星高温热点监测结果

#$%&H" $̂%4+)?(),-+/,)5(1+58; =EBBK'K[\K(ZR]7T'! #U@ A>ZMTBB:/,$3% R-; !*6! 6X6!

""利用林火关注区分区结果对监测热点进行二次

识别!IgM9J卫星监测热点判识为林火的共 ? 个!

排除非林火关注区热点 W:Q<W[!见图 W!其中 D 月 :

日得到反馈!有一处为林火!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酉酬镇!其余判识为林火点的高温点中!! 个点

反馈无林火!! 个点无校验反馈!其中江津区同一地

点上午星 ;̀SSG_IgM9J 和下午星 GfTG_IgM9J

均发现热点!但没有收到校验反馈% 二次识别后!D

月 & 日$]! %7_V9SS监测的热点判别为林火的点

有 B 个!见图 W!没有收到反馈!非林火关注区热点

排除率达?:QB[%

'3( &<&& 年 D 月 & 日$]! %7_

V9SS监测热点

'U( &<&& 年 D 月 :*& 日 ;̀SSG'GfTG(_

IgM9J监测热点

图 I"6X6! 年 D 月 !&6 日=EBBK!K[\K"ZR]7T'和#U@ A>ZMTBB卫星高温热点二次识别后结果

#$%&I" $̂%4+)?(),-+/,)5(1+512,)A$:)3+$2$*-+$138; =EBBK'K[\K(ZR]7T'-3:#U@ A>ZMTBB:/,$3% R-; !*6! 6X6!

B"结论与展望

CMV9及地形因素对地表分类具有一定的指示

意义!将其用于提取复杂地形区域地表分类信息并

具有一定的准确度!可将结果应用于特定场景!如用

于林火遥感监测的二次识别!可有效降低复杂地形

区域林火监测的干扰信息!提升卫星监测林火的准

确度!同时降低热点核实人力物力投入% 尽管本文

在地表分类及林火二次识别的应用场景中已经做了

部分研究及示范!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

:(提升地表分类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 较

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反演的CMV9不仅能够精细地

刻画地物CMV9的时间变化特征!也能更好地分辨

出地物CMV9的空间差异!有利于区分破碎的地表

覆盖!提高地表分类的准确度%

&(增加辅助信息进行地表分类% 可增加地物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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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谱信息!结合智能识别方法进行分类!会提高分

类精度%

!(增加核实数据对二次识别结果进行检验%

应用遥感手段进行林火监测需对大量高温热点进行

核实!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监测与管理分离的现象!致

使大部分监测热点得不到核实!限制了对监测结果

的检验% 因此落实核实机制&收集核实结果及真实

火情&开展二次识别前后的对比检验等工作!是提升

遥感林火监测&检验工作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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