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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遥感技术向更高的光谱分辨率方向发展 , 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的建立和开发越发显得

重要 , 它是遥感应用研究中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遥感应用越来越依赖于地物波谱特征 , 并且

已经发展到定量分析的新阶段 , 文章较为系统的总结和介绍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在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

据库方面的研究现状和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 对已建立的包括荒漠、植物、地质、土壤、矿物、云层、雪、大

气、岩石、水体、陨石、月球、人造材料、混合物、挥发物、液体等的多种数据库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 , 并对

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的建设中存在的诸如没有统一的光谱数据库国家标准、缺乏地物划分的统一标

准、不同数据库之间缺乏可比性、无法进行数据共享机制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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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光谱遥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地物进行识别和分

类 , 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在高光谱遥感图像的识别和

分类中起着“图例”的作用。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的质量直接

影响到高光谱遥感图像的分类精度和识别准确率。测量并建

立各种典型地物的光谱数据信息是高光谱遥感理论和应用技

术发展的基础 [1 ] , 使研究人员有可能通过光谱匹配技术从高

光谱遥感图像直接识别地物类型 , 也可直接进行岩石分类及

地质填图等工作。

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有 J PL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J 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 美国喷气

推进实验室) 、USGS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US Geological

Survey , 美国地质调查局 ) 、J HU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 、

ASTER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Advanced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flection Radiometer , 先进星载热辐射与反射

辐射计) 和 IGCP2264 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Interna2
tional Geological Correlation Program ,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等 [224 ] 。在国内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 许多遥感研究部门

相继建成了 10 余个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5 ] 。在 EN2

VI , PCI , ERDAS , ER Maper 等遥感软件中也嵌入多种地物

反射光谱数据库 , 为用户提供光谱分析和自动地物识别功

能。

1 　国外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研究进展

　　20 世纪 30 年代 , 克利诺夫曾对 370 种自然地物进行了

反射光谱测量 [6 ] , Billings 和 Morris 研究了不同海拔高度的

荒漠、植物反射光谱特征 , Kondratyev 等在这方面也做了一

些很有价值的工作 [7 ] 。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岩石红外辐

射特性进行研究 , 此后 , Stoner 等对土壤光谱的研究 [8 ] 、

Kahle 建立的地质反射光谱数据库 [9 ] 以及 Collins 的工作 [10 ]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 70 年代初

建立了地球资源信息系统 ERSIS( The NASA earth resources

spect ral information system) , 日本也开展了地物光谱特征的

研究 [11 ] , 1973 年 , 日本的江森康文等对北海道各种植物的

反射光谱特性进行了测定 ; 1980 年 , 美国普渡大学测定了

200 多条土壤光谱曲线 ; 法国第一大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

工作并召开了专题讨论会 [12 ]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对 160 种

矿物在 014～215μm 的反射光谱进行了测量 [13 ] , 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包括多种地物反射光谱的数据库 [14 ] 。

Wegmuler 等建立了用于农作物分类的特征地物反射光谱数



据库系统 [15 , 16 ] , 1998 年 , Auria 建立了云层分类专用反射光

谱数据库系统 [17 ] , 印度用 SAMIR 星载微波辐射计数据建立

了用于雪、大气效应的反射光谱数据库系统 [18 ] , 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研究院也建立了高光谱遥感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2004 年 , 美国地质调查局建成了包含 800 多条曲线的第五版

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 ] 。

111 　ERSIS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测量了大量

植物、土壤、岩石矿物和水体等 1 000 余种地物的反射光谱

数据 , 包括 100 种岩矿、260 种植物、1 000 种土壤和 60 种水

体 , 建立了地球资源信息系统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ER2
SIS) [6 , 20 , 21 ] , 该系统在美国开展早期遥感仪器和遥感波段选

择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12 　JPL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Hunt 等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矿物反射光谱研究成

为高光谱遥感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2 , 23 ] 。1990 年 , 卡尔

等开发了标准矿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测试了 160 种不同粒度

的常见矿物 [13 , 24 , 25 ] 。主要类别有砷酸盐、硼酸盐、碳酸盐、

硅酸盐、氧化物、氢氧化物、磷酸盐、硫酸盐、硫化物、卤化

物和钨酸盐等。光谱范围 014～215μm , 光谱分辨率 1 nm

(014～018μm)和 4 nm (018～215μm) 。按照 500～125 nm、

125～45 nm、小于 45 nm 三种粒度建立了 3 个地物反射光谱

数据库 , 分别对应细 - 中砂、粗泥砂 - 细砂、中泥砂 - 粘土 ,

反映粒度对光谱反射率的影响。

113 　ASTER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2000 年 , 加州技术研究所建立了 ASTER 地物反射光谱

数据库 , 内含 2 000 种自然地物和人造物质的光谱数据 , 光

谱范围 014～25μm , 反射光谱数据共 8 类 : 矿物 (1 348 种) 、

岩石 (244 种) 、土壤 (58 种) 、月球 (17 种) 、陨石 (60 种) 、植

物 (4 种) 、水雪冰 (9 种)和人造材料 (56 种) 。可见/ 近红外光

谱定标后误差小于 3 % , 2108～15μm 光谱数据误差小于

1 %。光谱数据入库时 , 将 FTIR 和Beckman 两种型号仪器测

量的 2108～21 5μm 范围的光谱数据进行比较 , 如差值大于

3 % , 就重新测量 , 两者差异控制在 3 %。该数据库含有陨石

光谱数据 , 光谱范围 2108～25μm , 除雪和植被光谱 , 其他

光谱数据是通过直接方向半球反射获取的 , 大部分光谱数据

的红外部分可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地物发射率。

114 　USGS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93 年 , 美国地质调查局建立了波长 012～310μm 的

第四版 USGS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包含 423 种矿物、17 种

植物和一些混合物共 444 个样本的 498 个光谱 , 光谱分辨率

为 4 nm (012～018μm)和 10 nm(018～2135μm) 。

2004 年 , 美国地质调查局建成了第五版 USGS 数字化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包括从紫外线2近红外波段的光谱 , 含

有 800 多种矿物、岩石、土壤、混合物、植被、混和植被、涂

料、液体、液体混合物、水和其他挥发物 (包括冻结的挥发

物)微生物以及人造材料 (包括人造化学制品) 的光谱。地物

反射光谱数据库中包括用于光谱数据库管理和科学分析的软

件 , 可读取二进制光谱文件和光谱曲线。矿物类型包括硼酸

盐、碳酸盐、氯化物、元素、卤化物、氢氧化物、硝酸盐、氧

化物、磷酸盐、硫酸盐、硫化物、无机硫代酸盐、硅酸盐等类

别 ; 植被包括树木、灌木、草类、开花植物、树叶、苔藓和其

他微生物 ; 人造物质包括塑料、屋顶材料、处理过木材、油

漆涂料和其他人造物质 ; 液体物质包括水、有机液体、含矿

液体。

光谱曲线使用四种不同光谱仪来测量 , 光谱范围分别为

012～3μm , 0135～215μm , 113～512μm , 014～215μm。野

外光谱测试在同一地点采集数百个光谱数据取平均值 , 部分

样品在实验室重新测量用于修正野外测量光谱。美国地质调

查局已计划发展第 6 版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将增加

中红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15～150 m) , 包括中红外数据

约 400 份样品。

115 　IGCP2264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90 年 , 美国地质调查局执行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 IGCP)第 264 项工程是专门研究遥感地物反射光谱特性的 ,

包括 5 个地物反射光谱子数据库 , 为比较光谱分辨率和采样

间隔对光谱特征的影响 , 这些子光谱数据库是通过五个不同

的分光计测试得到 (表 1) 。植被光谱的光谱数据库范围是

014～215μm。

Table 1 　Parameters of spectrometers

分光计名称及型号 光谱分辨率/ nm 采样间隔/ nm 光源 参考白板

克罗拉多大学 Beckman 5 270 318 11 0 钨灯 HALON

布朗大学 Relab 2～13 5 石英钨灯 HALON

克罗拉多大学 SIRIS 采样间隔随波长连续变化 HALON

美国地质调查局 Beckman
8～0105 nm(012～0185μm)

32～013 nm(0185～410μm)
HALON

克罗拉多大学 PIMA Ⅱ 215 机内光源

116 　AEDC/ EPA红外反射光谱数据库

A EDC/ EPA 红外反射光谱数据库是由美国阿诺德工程

中心 (A EDC : 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 和美国

环保总署 ( EPA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于 1993 年

开发的 [26 ] , 主要用于污染监测和气体诊断性群落中样品光

谱数据存档分发。数据库主要包括 EPA 参考吸收率光谱、

EPA 参考光谱干涉图、A EDC 计算光谱、A EDC 测量光谱和

附加测量光谱。EPA 参考吸收率光谱以三种方式排序 :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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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chemical abst ract s service , 美国化学文摘登记号) 、化

学名称和化学符号。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包括甲醛、四氯化

碳、木精、敌敌畏等 189 种空气污染物。醛和酮是 189 种危

险的空气污染物中的两种。A EDC 计算反射光谱是根据高频

谱分辨率传输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HITRAN : high2resolu2
tion t ransmission molecular absorption) 和修正版快速大气光

谱信息码 ( FASCODE : fast atmospheric spect ral code) 计算

的。HITRAN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所收录的是 38 种基本大

气环境分子、离子光谱数据。理论光谱和实测光谱间的误差

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大。A EDC/ EPA 还提供谱图库转换程序 ,

可将 Spect raCalc , LabCalc 或 GRAMS 文件转换成 ASCII 文

件。

117 　JHU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J HU 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包括火成岩、变形岩、沉积

岩、雪、月球土壤、陆地土壤、陨星样品、水体、矿物、植被

及人工目标等物质 [27229 ] , 光谱测量是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

和美国地质调查局进行的。数据库包含有两种光谱数据 , 矿

物和陨石样品测量的是双向反射率 (实际是双锥反射

率) [30 , 31 ] , 记录了 2108～25μm 的光谱信息 ; 第二种光谱数

据是除雪和植被外的光谱数据 , 测量的是半球2方向反射

比 [28 , 29 ] 。可见光 - 近红外波段的光谱数据进行了校准 , 反射

率误差在 ±3 %。波长精度使用钬氧化物参考滤波器进行了

校正 , 误差在 ±01004μm。在红外波段 (2108～15μm) 采用

了两个相似的光谱仪来记录反射率 , 测量结果都可重复操作

且绝对精度优于 ±1 %。数据库含 15 个子数据库 (表 2) 。

Table 2 　Sub2libraries of JHU spectral Library

名称 光谱波长/μm 光谱数 物种数

粗粒岩浆岩 01 4～14 33 23

细粒岩浆岩 01 4～14 34 22

粗粒沉积岩 01 4～14 15 15

细粒沉积岩 01 4～14 13 13

粗粒变质岩 01 4～14198 25 25

细粒变质岩 01 4～14198 29 29

月球物质 2108～14 17 17

人造物 0142～14 14 10

人造物 013～121 5 19 14

流星物 2108～25 59 44

矿物 2108～25 326 82

雪 01 3～14 4 4

土壤 0142～14 25 24

植物 01 3～14 3 3

水 2108～14

2 　国内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研究现状

　　我国地物反射光谱测量研究是从 1978 年腾冲航空遥感

试验开始的 , 该测试历时 3 年 , 完成 75 项专题研究 , 获得了

1 000 多组树木、农作物、土壤、水体和岩矿等光谱曲线 [32 ] 。

20 世纪 80 年代 , 中科院空间科技中心在宁芜地区获得各种

光谱曲线 1 000 多条 [33 ] ,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也建立了长

春净月潭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系统 [34 ] , 中科院遥感所对 277

种中国典型地物反射光谱特征进行了测量 [6 ] 。20 世纪 90 年

代 , 安徽光机所建立遥感卫星辐射校正场并开展了地物反射

光谱测量研究 [35 , 36 ] 。1990 年西昌遥感试验场对水体、土壤、

植被、农作物等地物进行了测试 , 在 014～111μm 范围内测

得 6 816 个数据 , 还对水体、土壤、小麦、植被等地物光谱曲

线进行了对比分析 [37 ] 。1998 年北京航遥中心建立了典型岩

石矿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 包含典型岩石和矿物 500 余种。

2001 年 , 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顺义获取了冬小麦光谱测量数

据、农学参数等 [38 ] 。2005 年 , 中煤航测遥感局建立了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观测基准带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39241 ] 。此外 , 国

家海洋局进行了以赤潮为重点的光谱测量 [42 ] 、地矿部遥感

中心在热红外遥感方面的测量 [43 ] 和浙江大学以农业为重点

的遥感研究 [44 ]及南京大学建立的高光谱遥感地物反射光谱

数据库系统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211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技中心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81～1983 年 , 中科院空间科技中心测量了岩石、土

壤、水体、植被、农作物等地物光谱曲线 1 000 余条 , 测试范

围西自天山、东至长江下游、北起三江平原、南至海南岛 ,

其中岩矿 261 条、水体 116 条、土壤 221 条、植被 206 条、农

作物 196 条 ; 水体包括雪、蒸馏水、内陆咸、淡湖水及河水

(黄河水、长江水) 和污水等 , 波长范围 014～110μm , 部分

在 014～214μm , 室内测量精度优于 1 % , 室外测量精度不低

于 7 %。还记录了样品测量时间、地点、目标特征参量、环境

参量。为使测量值具有统计意义 , 对植被等地物测量 12 次、

对岩石、土壤等测量 8 次取平均值。

212 　矿物红外反射光谱数据库

1982 年 , 中科院地化所测量并建立了矿物红外反射光谱

数据库 [45 ] , 收录 583 种矿物图谱 , 主要包括硫化物、卤化

物、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硝酸盐、碳酸盐、硼酸盐、硫酸盐、

碲酸盐、铬酸盐、钼酸盐、钨酸盐、硅酸盐、有机物等 , 光谱

范围 013～410μm。有些类质同像系列矿物无法准确定名 ,

使用罗马序号加以区分。除天然矿物外还收集了煤、石油、

沥青、人体结石等的红外图谱。

213 　长春净月潭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89 年 , 中科院长春地理所建立了长春净月潭地物反射

光谱数据库 [46 ] , 包括土壤、植被、水体、雪和人工目标等 5

大类地物光谱 (0138～0185μm , 018～215μm) 。在春、夏、

秋三季节定期测试农作物 (高粱、大豆、小麦、玉米、水稻) 、

森林、水体、土壤等的光谱曲线 [34 ] , 积累了不同高度平台、

多方位测试数据。数据在入库前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

保证数据精度和质量 , 数据库具存储、查询、统计、制表及

维护等功能。光谱数据按获取方式分为野外、室内和航空测

量数据 3 类 , 包含相关环境、地理辅助信息。

214 　HIPAS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1990 年 , 中科院遥感所建立了面向对象地物光谱数据库

( HIPAS : hyperspect ral imag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sys2
tem) , 测量仪器为 GER MAR K V (014～215 μm) , SE590

(014 ～ 111 μm) , ASD1050 ( 0138 ～ 1105 μm) , ASD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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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35～215μm) , 包括植被、土壤、水体、岩石矿物、人工目

标等 5 类地物光谱数据、光谱特征参数、环境参数、仪器参

数等。共有光谱数据 1 152 条 , 其中植被 562 条、岩石 125

条、军事目标 146 条、城市地物 399 条。该数据库系统可对

大量地物标准数据进行统一管理、查询、修改 , 提供光谱数

据预处理与分析功能。光谱数据还含有测量时的环境参数、

仪器参数及目标参数。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按统一的测试标

准 , 以定标后仪器标准波长为基准 ,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波

长漂移等现象进行了自动插值校正。

215 　安徽光机所地物反射光谱特性数据库

1990 年 , 中科院安徽光机所收集了宁芜、唐山、禹城、

黑河、西昌、江山娇、南昆山、湖南及广东南海等遥感试验

场 (站)长达 9 年、不同自然带 (气候带)以光谱为主的 5 大类

300 余种地物、535 种光学、微波、不同时相的基础遥感数据

15 000 条 , 建立了安徽光机所地物反射光谱特性数据库 [47 ] 。

包括植被光谱 182 种 5 000 余条 , 有针叶林、阔叶林、灌木草

丛、草原、荒漠、高山植被、草甸、沼泽和水生植被、草本

类、木本类及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光谱 , 土壤光

谱 138 种 2 000 余条 , 岩矿光谱 156 种 1600 余条 , 水体光谱

有清洁水 (咸水和淡水) 、浑浊水、污染水、积雪、粒雪、冰川

冰等 34 种 900 余条 , 人工目标有 300 条光谱。

在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和分析模型支持下 , 在试验场对

森林植被、灾害、土壤水分、地表热特性、农作物、水体、海

洋及城市环境开展了示范应用研究 [48 ] 。该数据库含地面光

谱数据库 (014～214μm) 、航空光谱数据库 (014～111μm) 、

微波光谱数据库 (8～3 cm) [49 ]和字典库 , 数据文件中存放被

测目标的光谱曲线 , 地物名称以相应代码存入库中 , 系统可

进行代码名称转换。系统中光谱数据可分为野外测量光谱

(含微波光谱) 、室内测量光谱和航空测量光谱 3 部分 , 该数

据库已应用于航空、航天遥感的方案设计 [50 ] 。

216 　面目标微波辐射特性数据库

为研究无源微波遥感、制导技术及其应用 , 华中理工大

学建立了微波辐射特性测量场 , 在 1982 年 6 月～1983 年 7

月和 1994 年 1 月～1995 年 9 月获得了大量地物原始测量数

据并建立了面目标微波辐射特性数据库 [51 , 52 ] 。测量目标为

天空、水泥路、沥青路、黄土、草地、水、碎石、水稻和小麦、

丛树林 (场外) 。测量输出采用天线温度 , 每个目标都测量平

行极化和垂直极化 (天空除外) , 天空辐射角 0°～90°, 其他目

标 20°～85°。同时记录了目标表面物理温度、大气温度、大

气湿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层类型 (卷积云、浓积云、

雨积云等) 、天气情况 (晴天、雨、雾、雪等) 。

217 　中国污染水体反射光谱数据库

2001 年 , 国家海洋局建立了中国污染水体反射光谱数据

库 , 包含河流、水库、湖泊、入海河口、排污口、近海纳污海

湾、海带养殖区、扇贝养殖区、雄涂虾池养殖区、盐池、赤潮

水体、溢油水体等不同类型污染水体光谱曲线 330 组。室外

测量采用 V F921 - B 光谱辐射计 (014～1104μm , 光谱分辨

率 51 4 nm) 、PIS2C 光谱辐射计 (014～1104μm , 光谱分辨率

510 nm) 、ASD UV/ VN IR 光谱辐射计 (0135～1105μm , 光

谱分辨率 3 nm) 。测量前对仪器进行光谱定标、辐射定标、

暗电流校正、稳定度校正、响应线性校正、绝对相应度校正。

由于水体反射率较低 , 采用 25 %灰板作参考板。对七大类污

染水体进行测量并记录气温、水温、透明度、水深等参数及

水质与生物学分析项目。室内水体光谱测试采用内涂无光黑

漆试验水槽来模拟无限深水环境 , 可防止入射光被桶壁反射

至水面 , 以消除测量误差。试验使用清洁天然海水、日光光

源 , 光谱范围 014～1104μm , 加入试验污染水体前先测量桶

内海水本地光谱值 , 每个水样测量 8 次 , 按先高浓度后低浓

度次序。

218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观测基准带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2000 年～2005 年 , 中煤航测遥感局先后以陕北延河流

域、延安宝塔区、太原西山煤田、宁夏汝箕沟煤田、内蒙乌

达煤田、陕西秦始皇陵区、陕西长安 —户县为研究区 , 通过

搭载实用型模块化成像光谱仪 (OMIS : operative modular im2
aging spect rometer)的一系列高光谱遥感飞行 , 进行了植被、

煤火、烧变岩、水污染和粉尘污染、地下文物遗存高光谱信

息提取研究 , 并作了同步地面光谱测试 , 建立了黄土高原生

态环境观测基准带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数据库有 910 种地

物、33 740 条光谱曲线 , 包含植物、岩石、城市地物、水体、

煤系地层、烧变岩、土壤、火烧土等。

219 　中国典型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2005 年 , 北京师范大学建成了覆盖植被、岩矿、水体三

种地物的中国典型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 SpeLib , 它集反射光

谱数据库、遥感影像数据库、先验知识数据库、模型库于一

体 , 为定量遥感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遥

感光谱科学实验平台 [53 ] , 提供针对农业、水环境、岩矿三种

应用领域的示范平台。该数据库已完成四方面研究 : 在栾城

实验区进行了农作物长势监测与面积估算、从航空高光谱影

像中提取农作物生化组分信息并实现变量施肥、水质监测、

完成了示范区岩性与矿物识别。

3 　存在的关键问题

　　建立反射光谱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给研究人员提供遥感

研究和应用的参考数据平台 , 光谱数据应具代表性、典型性

和可对比性。目前在数字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的建设中存

在的关键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的国家标准。各研究部门

在建立光谱数据库时由于缺乏可执行的国家统一标准 , 只能

参考其他部门的经验来制定自己的测量标准 , 而每一个光谱

数据库的建立都会花费相当的人财物力 , 如果以后再往统一

的国家标准转换 , 必将产生很大的难度。

(2)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各研究部门在不同的研究计

划中建立起了单独的光谱数据库系统 , 由于缺乏协调 , 这些

光谱数据库很多是重复测量 , 但同时又缺少大量应有的光谱

数据 ,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和缺乏。

(3)缺乏持续的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建设。国内的数字

化地物反射光谱数据库大都停留在 110 版本 , 缺乏持续的观

测和建设。

(4)不同反射光谱数据库之间缺乏可比性。由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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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各种光谱数据库是在不同的测试地点、不同的测试时

间、不同的天气状况、采用不同的测试仪器和测试规范所建

立起来的 , 即使同一种地物也会出现光谱曲线的巨大差异 ,

产生异物同谱或者同物异谱现象。

(5)缺乏地物划分的统一标准。目前进行光谱测量时对

地物一般划分为土壤、植被、水体、岩矿、人工目标五大类 ,

在大类内部没有进行进一步分级 , 而土壤、植被、水体、岩

矿等地物在各自学科内部都有非常详细的分类标准 , 这样不

利于数据库的高效管理。

(6)没有反映地物光谱特性的时空差异。地物的光谱响

应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 , 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所测量的

地物光谱曲线不能反映这种地物在不同时间、空间下的特

点。

(7)地物光谱测量辅助信息不完整。多数光谱数据库在

建立时只记录了简单的参数 , 对以后的使用非常不利。

(8)数据存储格式不统一。

(9)缺乏光谱数据共享机制。很多数据库只是限于本部

门、本单位使用、利用率低 , 造成了数据成果闲置和浪费。

4 　建 　议

　　在光谱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应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 , 从

仪器设备、辐射标准、测量规范、数据精度、资料完整性、数

据库结构及格式、光谱特性与地质体等多方面进行规范 ; 应

建立统一的协调部门来进行持续的、大范围的光谱测量和收

集 , 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实用、更加完整的光谱数据

库。应该借鉴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并结合地物的物理组成和

物理形成机制特点来制定统一的用于光谱测试的地物分类体

系。

数字化反射光谱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是遥感研究和应用

两大领域的基础性内容 , 它的建立是许多遥感研究内容的支

撑和基础 , 目前的现状是研究成果突出 , 存在的问题也不容

忽视 , 需要更长时间的、持续的努力和工作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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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Digital Ground Object Spectr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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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er spect ral resolution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develop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 and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set up the digital ground object reflectance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on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fields in remote sensing applica2
tion.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ground object spect ral characteristics ,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new stage. The present article summarized and systematically int roduced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nd de2
velopment t rend of digital ground object reflectance spect ral libraries at home and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Int roducing the

spect ral librar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 including desertification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plant 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geo2
logical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soil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mineral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cloud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2
y , snow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the atmosphere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rock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water spect ral data2
base library , meteorite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moon rock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and man2made material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mixture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volatile compound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 and liquids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y.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spect ral database libraries , there have been some problems , such as the lack of uniform national spec2
t ral database standard and uniform standards for the ground object features as well as 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data2
bases. In addition , data sharing mechanism can not be carried out , etc. This article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o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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