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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F_1卫星的丹江口水库

水面面积- 蓄水量- 水位相关性研究

孙建芸1 ,袁  琳1 ,王新生1, 2 ,李朋泽3 ,邹金秋4

( 1.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武汉 430062; 2. 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 武汉分中心,武汉 430062;

3. 绍兴市城市规划测绘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4.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 G F_1 卫星 16 m 分辨率多光谱遥感数据及水文观测数据,通过计算 N DW I水体指数来提取丹江口水库

水面面积, 并研究水面面积、水位与蓄水量三者之间的相关性, 实现动态分析水库蓄水量变化情况, 以期为/ 南水北

调0提供决策支撑。研究发现: ( 1)南水北调中线首个调度年前后丹江口水库水面面积- 水位, 水位- 蓄水量以及水

面面积- 蓄水量之间均为显著相关关系,且三对变量依次呈现明显的 1 次、2 次、3 次曲线关系, 拟合曲线方程的决

定系数分别达到 01 976、01 999 和 01 980, 因此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已知变量预测其他两个未知量; ( 2)水面面积自

2014年 10 月 5 日至 2016 年 5 月 5 日最大变化幅度相差 180 km2 ,是影响周边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 3)同时蓄水

量在首个调度年内,于 2014年 11 月初达到最大值 2041 10 亿 m3 ,可调水量在 161 53~ 781 93 亿 m3 范围内浮动, 且

年内整体变化平缓稳定,保证了 2015调度年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需求。

关键词: 丹江口水库; G F_1卫星;水面面积; 水位;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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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s between water surface area, water storage, and water level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based on GF_1 Satel lite

SU N Jian2y un1 , Y U A N L in1 , W A NG Xin2sheng 1, 2 , L I Peng2ze3 , ZO U Jin2Q iu4

(1. S chool of R esour ces and Env ir onmental Science, H ubei Univer sity , Wuhan 430062, China;

2. Wuhan B ranch of Remote Sensing Ap p lication Center , M inistr y of A gr icultur e, Wuhan 430062, China;

3. Ur ban Planning I nstitute of Sur vey ing and Map p ing of S haox ing City , Shaox ing 312000, China; 4. I ns titute of

Ag 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 lanning , Chinese A cademy of Agr icultural Sciences , Beij 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F21 Satellitecs 16m2resolution multispectral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hydrolo gical observation data, we extr ac2

ted the water surface area of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by calculating the N 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 NDWI) , and studied the

corr elations between water surface area, w ater level, and water storage, realizing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reservoircs storage changes, in

order to suppo rt the decision2making in the "South2to2 North water transfer pr oject". T he results showed: ( 1) T here w ere significant co r2

relations between water surface area and water lev el, water level and water storage, and water surface area and water storage o f Dan2

jiangkou Reservoir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operation year of the M iddle Route South2to2Nor 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Mor eover, these

three pairs of variables pr esented str ong linear, conic, and cubic curve relationships respectively, with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s of

curve2fitting equations reaching 0. 976, 0. 999, and 0. 980 respectively. Therefore, one known variable of the three can be used to 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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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 环境

the other two unknown variables. ( 2) T he water surface area during October 5, 2014 to M ay 5, 2016 varied by a max imum of 180 km2 , and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e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 3) T he water storage in the first operation year reached a maximum of

20. 41 billion m3 in early N ovember 2014, while the amount of transferable water fluctuated between 1. 653 billion m3 and 7. 893 billion m3,

remaining generally stable w ithin the year. T hese ensured the water supply of the South2to2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during 2015.

Key words:anjiang kou Reservo ir; GF_1 satellite; water surface area; water level; water storage

  我国南涝北旱的气候特征制约了我国社会、经

济、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

理配置,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

题,促进南北方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发展。/南水北调工程0总体布局被设计为 3条调水

线路,即西线工程,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分别从长江

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发展需要
[ 1]

,

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

工程。丹江口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引水工程的水

源地,水库库容的三维形态并不易直接获取,但通过

水位- 蓄水量- 水面面积相关性研究可以估算水库

蓄水量和水面面积变化,为中线工程水资源的监测保

护和分配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国内外针对水库水面面积提取、水位面积曲线

测定、蓄水量、调水量以及水文情势的研究采用了多

种技术手段, 解决了相关方面的问题[ 2212]。乔平

林
[ 2]
以实地观测数据为基础, 建立水库水面面积-

库容的关系曲线, 决定系数达到 01 96, 利用 T M 影

像提取面积,进一步求出水库资源量;唐晓玲 [ 3]利用

EOS/ M ODIS资料,采用阈值法对向海水库水面面

积进行遥感动态监测; 丁志雄
[ 4]
将 DEM 和遥感相

结合对水库水位- 水面面积曲线测定方法进行了研

究,得出水位面积关系曲线; 张杰等[ 5] 以国产 H J2
1A/ B的 CCD多时相遥感影像为数据, 采用单阈值

法、NDWI法和决策树分类方法提取丹江口库区水

域信息,研究三期水面面积动态变化;陈文倩等
[ 6]
研

究了基于国产 GF21 遥感影像的水体提取方法, 将

单阈值法, NDWI 法与多波段法进行对比研究, 并

提出新的决策树水体信息提取方法; 陈华等[ 7] 探讨

了汉江丹江口以上流域降水特征及变化趋势, 分析

其降水量的变化规律,指导水库的调度运行。陈桂

亚等[ 8] 对丹江口水库的弃水可调水量是否满足南水

北调(中线)供水区的要求做了分析研究; 郭文献

等[ 9]采用动态范围分析法对研究了丹江口水库对汉

江中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靖立玲等
[ 10]
采用两种秩

次相关检验法对南水北调一期工程的生态补水潜力

进行了研究。Feng , L 等 [ 11] 利用 M ODIS 数据监测

鄱阳湖洪水长期变化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Ding

Xiaow en
[ 12]
用微波遥感监测手段对洞庭湖水面面积

进行研究,取得较好结果,国内外多是对水体水面面

积的提取方法进行探究,对于丹江口水库也主要集

中在对水库局部特征的研究,如降水量, 调水量等,

针对丹江口水库的整体研究较少,尤其是水面面积、

水位、蓄水量三者关系联动研究几乎查阅不到, 且自

GF21卫星发射以来, 在丹江口水库上的应用研究并

不多。而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联动研究能够更

加直观地反映水库的调水运行情况, 可以准确掌握

水库的整体信息。

因此, 本文以丹江口水库为研究对象, 利用

GF_1卫星上WFV 传感器所拍摄的 16 m 多光谱数

据, 时间范围从 2014年 10月 5日到 2016年 1月 2

日, 通过归一化水体指数法( NDWI)提取不同时间

的水面面积, 将其结果与水位和蓄水量数据结合做

相关性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三者关系模型, 为通

过水位来科学估算水面面积和蓄水量提供科学依

据, 以期能够宏观尺度动态监测和评价库区对周边

区域影响范围变化情况,分析调度年的水文响应情

况, 同时指导年度调水的相关决策。

1  研究区概况

丹江口水库(图 1) ,分布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库

区还涉及到湖北省郧县、十堰市张湾区、郧西县等)

和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之间, 水源来自于汉江及其

支流丹江。研究区地理位置介于北纬 32b36c-

33b48c,东经 110b59c- 111b49c之间, 横跨鄂、豫两

省。由湖北境内的汉江库区和河南境内的丹江库区

两大部分组成,多年平均入库水量为 3941 8亿 m
3
,

水源来自于汉江及其支流丹江。水库死水位为 150

m
[ 13]

, 2012 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到 1761 6 m 后,

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由 157 m 提高到 170 m, 库容

从 1741 5亿 m3 增加到 2901 5亿 m3 ,并于 2013年 9

月开始蓄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GF_1卫星是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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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丹江口水库地理位置
Fig. 1  Geog raphical locat ion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一颗卫星, 于 2013年 4月 26日成功发射, 同年 12

月 30日正式投入使用。该卫星搭载了两台 2 m 分

辨率全色/ 8 m分辨率多光谱相机,四台 16 m 分辨

率多光谱相机, 其中 16 m 多光谱数据含有 4个波

段,分别为蓝光波段( 01 45~ 01 52 Lm )、绿光波段

( 01 52~ 01 59 Lm )、红光波段( 01 63~ 01 69 Lm)、近

红外波段( 01 77~ 01 89 Lm ) , 是本文提取水面面积

的数据来源
[ 14]
。基于研究内容,下载丹江口水库区

域所有云覆盖率为零的 16 m 多光谱高分数据影像

共21幅,时间跨度从 2014年 10月 5日到 2016年 1

月 2日,且为了保证后期研究质量,尽量满足每个月

均有影像覆盖。截取丹江口库区在时间序列受外界

环境变化明显的主要区域进行面积提取。

水位和蓄水量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 本文在全国

水雨情网站 [ 15]收集到自丹江口水库坝高达到 1761 6

m 之后每一天的水位和对应蓄水量数据作为参与

研究的数据源。数据时间范围从 2014年 10月 5日

到 2016年 5月 5日,如表 1为 21幅库区影像对应

时期的水位和蓄水量数据。

  GF_1卫星数据预处理在 ENVI 软件平台上进

行操作,首先在内部自行开发的 GF_1 数据处理插

件中选中批量处理高分数据界面,确定制定的数据

位置和后续结果的保存位置, 软件将以全国地理行

政区底图为配准基础, 自动根据影像及其参数实现

对所有数据的几何校正过程, 然后利用 ENVI 软件

中的图像镶嵌( Mo saicking )工具对每一个时期的遥

感数据进行拼接,得到能完整覆盖丹江口水库的影

像数据,以便进一步的分析使用。

2.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把归一化水体指数法( NDW I)提取出

的水库水面面积与水位和蓄水量数据结合,在 SPSS

软件中基于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确定三者相关

表 1 不同时期水位与蓄水量数据
T ab. 1  Data of water level and w ater storage in dif ferent periods

时间/年2月2日 库上水位/ m 蓄水量/ 106 m3

2014210205 158. 94 18 953. 2

2014210208 159. 44 19 360. 8

2014211214 160. 62 20 328. 4

2014211218 160. 63 20 336. 6

2014211219 160. 46 20 197. 2

2014212213 160. 08 19 885. 6

2015201203 159. 15 19 123

2015202208 157. 54 17 865. 8

2015202212 157. 28 17 665. 6

2015204215 157. 01 17 457. 7

2015204228 157. 25 17 642. 5

2015205227 155. 63 16 491

2015205230 155. 37 16 309

2015206219 154. 11 15 427

2015207207 155. 61 16 477

2015208229 153. 01 14 666. 9

2015210212 153. 29 14 860. 1

2015210220 152. 95 14 626

2015210221 152. 9 14 592

2015211202 152. 39 14 245. 2

2016201202 152. 55 14 354

性, 并在此基础上上构建三者关系模型。

2. 2. 1  归一化水体指数( N DWI)

对水库周边五种主要地物的光谱曲线进行分

析, 植被在第二波段绿光波段反射率虽然与水体差

异不大, 但在第四波段近红外波段具有较高的反射

率, 和水体反射率形成较大反差;空地,建筑物和山

体阴影的光谱曲线走势与水体相似, 但它们的绿光

波段和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差值与水体相比均较小,

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 NDWI 是根据植被和水体在

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波谱特点, 利用绿与红波段

的数据构建而成[ 16218]。该指数可以一定程度地抑制

植被信息,突出水体信息,还可以有效地将水体与植

被及山体阴影等信息区分开。

为了更好提取水体信息,可以借助 GF_1卫星

的多光谱影像,将 NDWI指数作为提取水库区域信

息的分类依据。利用 ENVI 的 Band Math 工具输

入 NDWI的计算公式:

( b2 @ 1. 0- b4) / ( b2+ b4) (1)

式中: b2对应绿光波段,即高分影像的第二波段; b4

对应近红外波段, 即高分影像的第四波段。计算所

得 NDWI影像结果,通过密度分割设定阈值将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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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突出显示[ 19] ,在 ARCMA P 中运用栅格转矢量

( Raster to poly gon)工具将水库水面面积提取, 得

到最终水体提取结果。

2. 2. 2  相关性分析
库区地形环境复杂,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但

最终会直观反映到水库水位, 水面面积和蓄水量的

变化上,因此,水库的水位、水面面积和库容量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相关性,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上述

三个因素的实际观测值, 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构

建关系模型,在实际应用中较好地反映出三者之间

的关系曲线
[ 20222]

。

3  研究结果

3. 1  基于遥感数据水库面积信息提取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操作流程图, 本文将丹江

口水库的 21幅遥感影像数据进行了水面面积提取,

图 2为局部水面面积提取效果,其中蓝色区域是水

体,可以看到水体与非水体界限明显。为了验证结

果的精确性, 本文在 ARCGIS 中对每一期影像水体

提取矢量结果分别随机选取 500 到 600个数据点,

将分类正确的点属性值设为 1, 错误点设为 0, 最后

统计正确点所占比例, 正确率均在 97%左右, 满足

研究所需。图 3列出丹江口水库 8个不同时期的水

面面积提取结果, 可以看出在中线工程正式供水伊

始, 即 2014年的 11 月、12 月, 为了保证供水量, 水

库水面面积保持较高水平, 随后几个月面积逐渐减

少, 到 2015年的 10月下旬, 第一个调度年即将结束

之时,水面面积已明显缩小。

图 2  丹江口水库局部水面提取效果
Fig. 2  Ex tract ion ef fect of local w ater

surface in Danjiangkou Reservoi r

图 3 丹江口水库不同时期水面面积提取结果
Fig. 3  Ext ract ion result s of w ater surface area of Danjiangk ou Res ervoir in di ff erent periods

3. 2  水面面积- 水位- 蓄水量相关性分析
根据库区水面面积提取结果以及对应时期的水

位以及蓄水量数据, 绘制水面面积- 水位,水面面积

- 蓄水量及水位- 蓄水量三对变量在时间跨度上变

化趋势的组合折线图, (见图 4)。从图中可判断出

2014年的 10月到 2016 年 1月初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第一个调度年前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面积以及

蓄水量的变化由缓慢下降向平稳趋势过渡, 且三者

之间相关关系明显。为了精确评价三对变量间的相

关关系,将水位,水面面积, 蓄水量三个变化因子两

两输入到 SPSS 软件中进行相关性分析, 研究表明:

水位- 蓄水量、水面面积- 水位以及水面面积- 蓄

水量三对变量间在 A= 01 01水平上显著相关, 相关

系数分别达到 01 999, 01 988, 01 985(见表 2)。

3. 3  面积- 水位- 蓄水量关系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研究水面面积- 水位,蓄水量- 水

位以及水面面积- 蓄水量的定量关系,在相关性分

析的基础上对三对变量的关系做回归分析, 将水库

水位和蓄水量作为自变量进行曲线估计,经过多次

拟合研究验证,发现水面面积- 水位一次线性关系

明显,决定系数 R
2 达到 01 976; 蓄水量- 水位在 2

次曲线关系上拟合最好,决定系数为 01 999;而水面

面积- 蓄水量则在三次曲线关系上拟合程度最高,

决定系数为 01 980(见图 5)。

根据曲线的拟合结果, 可以得到三对变量模拟

曲线的相关参数(表3) ,求出水库水面面积- 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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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面积- 水位- 蓄水量变化趋势

Fig. 4  Area2w ater level2storage variat ion t rend

表 2 水位- 蓄水量、水面面积- 水位、蓄水量- 面积相关性

T ab. 2  Correlation s b etw een water level2w ater s torage, water

s urface area2w ater level, w ater storage2area

研究因子 相关性
库上水位

/ m

蓄水量

/亿 m3

水面面积

/ k m2

库上水位

/ m

蓄水量

/亿 m3

水面面积

/ km2

Pearson 相关性 1 0. 999** 0. 988**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N 21 21 21

Pearson 相关性 0. 999** 1 0. 985**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N 21 21 21

Pearson 相关性 0. 988** 0. 985** 1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N 21 21 21

 注: ** 表示在 0.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蓄水量- 水位以及水面面积- 蓄水量的拟合曲线方

程, 其中每个方程的未知系数均达到精度要求, 因此

图 5  面积- 水位、蓄水量- 水位、面积- 蓄水量拟合曲线

Fig. 5  Fit t ing curves of area2w ater level, w ater s torage2w ater level, an d area2water storage

表 3  水面面积- 水位,蓄水量- 水位, 水面面积- 蓄水量拟合曲线参数

T ab. 3  Param eter s of fit t ing curves of area2w ater level, w ater s torage2w ater level, ar ea2w ater storage

研究时段 拟合关系 拟合曲线次数 决定系数 R 2 常数 b0 一次系数 b1 二次系数 b2 三次系数 b3

201421025

至

2016201202

水位- 面积 1 0. 976 - 23661. 102 198. 756 - -

水位- 蓄水量 2 0. 999 - 40199. 824 - 2. 343 -

蓄水量- 面积 3 0. 980 - 474. 711 0. 561 - - 3. 23E210

通过拟合获得的曲线方程式精确度较高, 可以在一

定误差范围内模拟三个变量测量结果。本文水位数

据可以直接获得,因此拟合方程优先将水位数据作

为自变量研究, 得到三个回归方程, 分别见式( 2) -

式( 4)。

Y(面积) = - 23661. 102+ 198. 756X水位 ( 2)

Y(蓄水量) = - 40100. 824+ 2. 343X 2
水位 ( 3)

Y(面积) = - 474. 711+ 0. 561X (蓄水量) +

(- 3. 232E- 10) X 3
蓄水量 ( 4)

根据上述三个拟合公式, 只要已知三个变化因

素之中的一个变量, 就可以推算出其他两个未知变

量的近似值。其中, 水位数据可以在实际中直接观

测, 而蓄水量数据也可通过水位- 蓄水量曲线反推

出来,因此水位- 水面面积关系曲线可以间接反映

水面面积与蓄水量的关系, 因此为了评价监测丹江

口水库首个调度年前后库区的水面面积和蓄水量变

化, 本文把收集到的库区对应时间段内每日的水位

数据代入到拟合公式中,在一定误差范围内推算研

究库区在坝高增加以后的水面面积信息,结合已有

对应水位下的蓄水量数据, 可以有效反映和预测库

区水面面积及蓄水量的变化范围和趋势。需要注意

的是,水库的坝顶高度决定着水库的蓄水能力,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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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牵制水位和水面面积的变化, 因此, 本文研究所

得拟合公式只适用于在水库坝高为 1761 6 m 并且

库容形态变化一定的情况下使用,该关系并不能满

足所有水库形态下的水面面积、水位、蓄水量变化。

3. 4  研究结果应用分析

通过对 21个不同时期的丹江口水库的面积提

取,结合对应时期的水位和蓄水量数据, 构建了水面

面积- 水位,蓄水量- 水位以及水面面积- 蓄水量

的关系模型。依据此关系模型,可以监测丹江口水

库近期水面面积变化, 从而测算出水面面积变化对

水库周边地区的影响范围
[ 23224]

;同时,也可通过此模

型评价水库通水一年来每天可调水量变化幅度以及

是否满足供水要求。

将 2014年 10月 5 日至 2016年 5月 5 日的蓄

水量数据代入模型中 (式( 4) )得到 2014年至 2016

年水库正式通水前后库区水面面积变化。如图 6,

丹江口水库研究区域在首个调度年前后面积的变化

范围是 650~ 830 km2 , 对应时间为 2014年 11月 1

日研究库区水面面积达到最大, 2015 年 11月 5 日

水面面积达到最小值, 直接影响范围达到将近 180

km
2
。通过对影像结果的对比分析(可参考图 3) , 水

面面积的变化敏感区域主要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内的

丹江口库区以及湖北省老河口市和谷城县交界处的

汉江下游地区, 整体水面会有明显缩减。而且从图

中也可以看到 2015年内面积的变化基本以月为间

隔,依次呈现出增大然后减小的波动性变化, 这可能

受到水库供水周期变化的影响。从整个时间跨度上

丹江口水库水面面积在 2015 年内表现缓慢波动性

减小的趋势,到 2016年开始趋于平稳。但库区在水

量调节作用下水面面积变化整体较稳定, 不会对周

边环境造成较大冲击。

图 6 丹江口库区面积变化
Fig. 6  Area changes of Dan jian gkou Reser voir

水库蓄水量首个调度年内的变化范围在

1411 70~ 2041 10亿 m3 内波动。为了评价首个调度

年内水库是否满足供水条件, 利用关系模型计算得

到水库在死水位线上的理论蓄水量为 125亿 m
3
, 由

此可得每天可调水量[ 25] ,如图 7。可供水量变化范

围在 161 53~ 781 93 亿 m3 内。由于社会经济的需

要, 近期年均调水量 95亿 m3 [ 26] , 调水计划从时间

跨度可分为汛期和非汛期, 受水区非汛期调度期为

11月至次年 4 月, 汛期为 5月至 10 月。由供水量

图可看出水库在非汛期可供水量较大,汛期供水量

整体降低。说明研究时段内水库的蓄水量满足向外

正常供水的基本条件, 保证库区年均调水 95亿 m
3

计划的实施。但在同一时间段内, 可调水量和受水

区所需水量并不是完全匹配, 2016年 1月份水库可

供水量明显比 2015同期可供水量有所下降,因此对

于第二个调度年的调水计划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

保证受水区用水的合理分配。

图 7  丹江口水库可供水量
Fig. 7  Availab le w ater s upply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4  结论与讨论

在丹江口水库向北方正式调水以来,水面面积

- 蓄水量- 水位之间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和依赖

性; 根据构建的关系模型能够推算出库区正式通水

前后库区面积变化, 自从 2012 年坝顶高度抬高以

后, 水库蓄水能力不断刷新纪录, 在 2014年 10月到

2015年 11月首个调度年内,库区水面面积一直保

持在650~ 830 km
2
的稳定可控范围内。同时,通过

计算死水位线下的理论蓄水量, 可以看出库区一年

来的可调水量完全满足年度调水计划的需求。

第一个调度年已平稳度过, 可以将本文所得拟

合曲线作为目前水库形态下实时评价库区调水状况

是否合理的参考标准, 如果蓄水量、水位、水面面积

之间能够满足上述拟合曲线关系, 也可同时说明水

库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量调节状态。同时, 水

库的形态同样影响着库区的蓄水能力,不同的坝高

以及防御堤岸的变化也会反映出水位、水面面积、蓄

水量之间不同的相关性,这也是研究需要考虑的一

个因素[ 27] 。

作为中线工程调水源地, 丹江口库区的水源补

给主要受到汉江及其支流丹江的影响。其调水系统

不仅要对北方四省市及沿线地区的供水补给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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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保障,汉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物灌溉、生活用水、

环境、航运以及发电等相关社会生产活动同样对丹江

口水库的水量调节分配具有很强依赖性, 水库水位、

面积以及蓄水量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程度上

受到人为制约后呈现的一种状态,可以根据三者的曲

线关系图看出,它们之间并没有呈现变化完全一致的

态势,因此中线工程调水并不能完全满足北方供水区

的规划需水要求,是/以供定需的0系统[ 28]。

对丹江口水库的水位- 面积- 蓄水量三个变量

之间关系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宏观把握库区环境变

化及供水情况。日后有望将 GF_1卫星的 8 m 多光

谱数据和 2 m 全色影像数据融合提高水体分类精

度,同时借助卫星较高的时间分辨率(重访周期 4

天) , 实现长期实时精确观测库区信息, 为库区环境

变化以及水量调度提供决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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