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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反射率是大多数光学遥感对地观测分析所需的基本参量，是提取生物理化产

品的重要输入量。典型的生物理化产品除了植被覆盖率（FCOVER）和冠层叶绿素含量

（CCC）等参数外，还包括以叶面积指数(LAI)和光合有效辐射吸收比(FAPAR)为代表的

基本气候变量（ECV）,这些生物理化产品对观察地球环境状态和功能有重要作用。同

时，它们对于理解植被生产力、探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以及天气和气候系统至关重

要。因此，为了确保此类产品能满足特定应用的精度，对它们进行验证具有重要意

义。 

本项目的目的，是针对 10米分辨率地表反射率和植被生物理化产品，评估以无人

机数据为参考进行验证的能力。其中，欧洲哨兵 2号和中国高分 6号是本研究重点关

注的卫星。此前，在欧空局资助下，关于基准参照测量（FRM）的研究已先期进行，它

聚焦于对地观测验证工作中的可追溯性和不确定性评估。本项目提供了一个对该研究

所获得知识进行迁移扩展的机会。  

研究中，实地测量涉及到多种设备，LAI-2200C冠层分析仪和数字半球摄影仪被

用于获取叶面积指数(LAI)、光合有效辐射吸收比(FAPAR)和植被覆盖率（FCOVER）数

据。SPAD-502叶绿素仪测量的叶片叶绿素含量（LCC）和叶面积指数（LAI）相结合，

被用于获取实地冠层叶绿素含量（CCC）。 

在项目的第一年，在三个地面试验区获取了先期的实地测量数据，包括英国的威

瑟姆森林 (51.774°, -1.338°)，以及中国的太子山和王莽洞(30.916°, 

112.866°)。这些实地测量数据将被用于校准和验证，主要针对从高分 6号数据获取

的生物理化参量。还将与哨兵 2号所获取的产品进行比较，来评估它们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探索并利用两个卫星传感器互补性。同时，针对地面测量和哨兵 2号图像之间

的尺度差异，项目还将研究在中国试验区无人机为桥梁开展验证的适用性。 



项目还将介绍研究计划、地表研究细节、数据处理过程和计划进行的学术交流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