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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遥感专刊简介

段洪涛 1，2，3，李俊生 4，5，6，冯炼 7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08;

2. 西北大学 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127;

3. 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27;

4.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4;

5.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北京 100094;

6.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 北京 100049;

7. 南方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深圳 518055

湖泊（含水库）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具有安全供水、防汛抗旱、改善生态环境、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等多

种功能，在流域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湖泊提供了近 7亿人口的集中式饮用水。我们熟知的 5大淡水湖，

都具有集中供水的功能，其中太湖就保障了 4000万人口，而洪泽湖除了保障苏北平原用水之外，还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

要过水通道，向京津冀等地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高原明珠”抚仙湖容积达到 206亿m3，是国家一类饮用水源地，按照全

国 14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为每人储备了 15 t的优质饮用水。同时，湖泊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是

陆地地表生源要素重要的汇集地和“反应器”，在区域和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几十年来，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双重压力下，湖泊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比

如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等湖泊蓝藻水华频繁暴发，饮用水源地安全和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湖泊水面

面积、水位和水量等出现较大变化，比如青藏高原等湖泊出现扩张趋势，甚至淹没了沿湖公路，造成次生灾害。卫星遥感

等手段既可以观测现在，又可以重构过去，还可以结合动力模型模拟未来，在湖泊监测和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湖

泊遥感作为湖泊科学和遥感科学的一个分支和交叉学科，充满了活力。为了进一步促进湖泊遥感学科的发展，2020年 12月
成立了“湖泊遥感”专刊委员会，邀请一线科学家和青年学者代表，围绕湖泊水环境、湖泊水文、湖冰、科学仪器和数据

集等主题组织撰稿并形成专刊。

该专刊约稿 19篇，自由投稿 13篇，最终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录用 20篇，录用率 62.5%。其中，综述性论文 7篇，包

括《湖泊遥感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水体光学分类的二类水体水环境遥感监测进展》《内陆水体藻蓝蛋白遥感反演研究进

展》《湖泊碳循环研究中遥感技术的机遇与挑战》《浅水湖泊水生植被遥感监测研究进展》《湖泊营养状态遥感评价及其表征

参数反演算法研究进展》和《中国湖泊分布与变化：全国尺度遥感监测研究进展与新编目》；湖泊水文相关论文 5篇，包括

《卫星雷达测高技术的湖库动态监测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青藏高原湖泊面积、水位与水量变化遥感监测研究进展》《多

源卫星测高数据监测拉昂错 1992年—2020年水位变化》《高分七号卫星激光测高数据大型湖泊水位测量精度评估》和《无/
缺水下地形数据的高原堰塞湖水量遥感估算》；湖泊水环境相关论文 3篇，包括《Sentinel-3 OLCI数据的内陆湖泊有机悬浮

物浓度遥感估算方法》《资源一号 02D高光谱影像内陆水体叶绿素 a浓度反演》和《多源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监测黑臭水体的

适用性》；湖冰遥感相关论文2篇，包括《青藏高原纳木错湖冰物候变化遥感监测与模拟》和《1979年—2019年兴凯湖湖冰

物候变化的被动微波遥感监测》；科学仪器相关论文 1篇，即《基于天空光遮挡法的便携版漂浮式光学浮标研发与应用》；

数据集相关论文 2篇，包括《2000年—2020年中国大型湖泊月平均透明度遥感监测数据集》和《2002年—2018年太湖水体

溶解二氧化碳浓度卫星遥感数据集》。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篇幅有限，尚有许多学者的优秀成果未及收录，甚是遗憾。希望专刊的出版，能够便于读者更好

的了解湖泊遥感，促进中国湖泊遥感学科的发展，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湖泊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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