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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内陆水体营养状态时空分异规律遥感研究 

项目背景：富营养化是水体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

国内陆水体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水体营养状态监测与

6.3.2 、6.6.1的目标要求息息相关。叶绿素 a浓度是水体

营养状态的重要指示参量，是水中浮游植物和藻类的主

要色素。由于内陆水体类型多样，光学特性复杂多变，

导致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反演模型具有很强的区域和季节

局限性。全国范围内内陆水体的叶绿素 a 浓度反演还处

在算法研究层面，缺少真正业务化可用的全球内陆水体

叶绿素 a 遥感反演产品。因此，本研究针对全国内陆水

体叶绿素 a 浓度反演模型普适性较差，缺乏相应的高精

度遥感反演产品的问题，发展了具有全国普适性的基于

软分类的水体叶绿素 a 浓度遥感反演模型；生产了

2016-2022 年全国内陆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和营养状态指

数产品；分析了全国大范围内陆水体营养状态现状、变

化及时空分异规律。 

研究成果 1：由于内陆水体类型多样，光学特性复杂多

变，导致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反演模型具有很强的区域和

季节局限性。本研究发展的软分类反演技术，在水体像

元级精细分类的基础上，研发了具有全国普适性的水体

叶绿素 a 浓度反演模型。通过软分类技术提高水体叶绿

素 a 浓度反演的精度和类间平滑度，提高了反演模型的

普适性。 

 
图 1. 不同水体类型叶绿素 a 浓度反演模型 

研究成果 2：目前国际上已有多套公开发行的水体叶绿

素 a 浓度遥感反演产品，主要包括以 MODIS、SeaWiFS

等为代表的海洋水色卫星产品，该类产品在内陆中小型

水体普遍存在数据缺失问题。气象卫星也有多套叶绿素

a 产品，但空间分辨率较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以

OLCI 和 MERIS 为代表的内陆和海岸带传感器弥补了内

陆水体数据缺失问题，但是产品精度仍有待提高。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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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通过创新算法，生产一套高精度的 OLCI 叶绿素 a 浓

度遥感反演产品，弥补现有产品的不足。 

 
图 2. 全国内陆水体叶绿素 a 浓度分布图 

研究成果 3：在高精度叶绿素 a 浓度产品的基础上，将

叶绿素 a 浓度转换为营养状态指数，更直观，更容易理

解水体营养状况。目前还鲜有大范围的内陆水体营养状

态指数产品，本产品填补了该领域的数据空白。 

 
图 3. 全国内陆水体营养状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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