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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detection	scope	and	timeliness,	it	can	speed	up	
the information capture rate,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ensure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facilitate 
the	conduct	of	survey	and	other	work,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vey,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of	hydrologica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ecision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explain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oints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ximis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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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遥感技术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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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技术的应用，在探测范围与时效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加快信息捕捉速率，提升信息采集全面性，保证信息准确
性，为勘测等工作的进行提供便利，提高勘测质量，为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论文对遥感技术
基本概念与应用优点进行分析，对遥感技术的具体应用加以阐释，并探寻遥感技术的应用要点，以期最大限度发挥遥感技
术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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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为提升工程规划水平，保障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发挥水资源价值，应注重勘测

等工作的开展，借助遥感技术，通过相应设备，对目标区域

内的物体等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提升物体识别精准性，保证

探测工作的全方位性，提高气候环境特征等的观测水平，促

进地图测绘质量的提升，为各项数据的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 遥感技术基本概念

在科技支撑下，遥感技术发展愈加成熟，应用领域逐

渐增加，为勘测等作业的进行提供技术支持。在该技术应用

过程中，会对电磁波技术加以利用，以不同的传感器为工具，

对目标物体的辐射信息加以收集，并通过计算机对此类信息

进行处理，获得相应的影像资料，为数据的利用做好铺垫，

提高水资源开发使用水平。与此同时，在该技术实际应用过

程中，主要是借助绿光、红光与红外光等光谱波段开展探测

工作。其中，企业在对地下水流动状况进行监测时，对绿光

谐波段的应用较多，可深化对水位变化的了解，促进水资源

径流量的明确，为地下水利用策略制定提供助力。

3 遥感技术的应用优势

3.1 加快信息收集速率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借助遥感技术，可有效缩短

信息收集时间，降低外界环境对勘测工作的影响，提升信息

获取速率，并以最快的速度对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从中筛选

出有价值的信息 [1]。在此过程中，将遥感技术与卫星加以配

合，可扩大该技术的适用范围，突破时间限制，提升人们对

水文与水资源变化状况的掌握程度，为相应管理决策的制定

提供助力。与此同时，可通过遥感技术，对地下水与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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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信息进行收集，如径流量、蒸发量与水位变化等，提

升信息收集效率，为水资源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3.2 打破空间地域的限制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可扩大勘

测范围，对空间地域的限制加以打破，满足勘测要求，提升

勘测结果精准性。若目标区域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复杂，环境

相对恶劣，也可使用遥感技术，提升勘测安全性与稳定性，

使得勘测数据愈加精准。

3.3 保证信息收集全面性
在勘测工作中，遥感技术的应用，可对传统人工勘测

限制加以突破，弥补传统勘测工作的不足之处，扩大勘测范

围，保证勘测内容全面性，提高勘测信息精准性。若相关单

位仍遵循传统的模式开展勘测工作，不仅会受到天气与环境

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加大勘测难度，增加

相关人员工作量，制约勘测水平的提升。遥感技术的应用，

可对人工勘测的不足之处加以弥补，降低环境因素等对勘测

工作的影响，加快信息获取速率，提升信息收集质量。除此

之外，遥感技术的适用性相对较高，在各行业中的应用较多，

可在复杂的地域环境中获得一定应用，推动勘测工作的全方

位性发展，为工程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提升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建设水平。

4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遥感技术的具体应用

与传统人工勘测模式相比，将遥感技术用于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中，可有效扩大勘测范围，降低天气环境等的影响

力。因此，相关单位应深化对遥感技术的了解，明确该技术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的具体应用，推动工程建设成效的提

升，为中国的长久发展注入新活力。

4.1 降水量探测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借助遥感技术开展降水量探

测工作，有助于温度与降水点关系的明确，以卫星系统为基

础，对该地区某一时间段内的降水量进行评估与预测，促进

径流量与地下水位变化情况的明确。一般来说，在建立观测

站时，不仅受到经济等的影响，而且与天气变化息息相关。

因此，中国具备的观测站数量相对有限，需将雷达作为观测

辅助工具，提升其与观测站的配合程度，推动观测任务的完

成 [2]。在降水量观测环节，结合卫星探测相关数据，立足于

雷达监测实际数据，提升数据归纳分析整理水平，加大降水

粒子收集力度，对即将产生的降水量进行评估，提升降水量

预测精准性。除此之外，若使用飞机开展降水量探测工作，

应让其进入云层内，深化对云层内部相关信息的了解，对云

层实际变化情况进行判断，并将此类信息输送到计算机系统

中，借助相应计算公式，对降水量进行确认。

4.2 蒸发量监测
水资源是万物生长的主要成分之一，是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植物成长具有密切联系。水资源利用

率的提升，可对资源紧缺问题加以缓解，对人们的生长、生

活与生产需求加以满足，促进动植物的健康成长。在自然环

境运行过程中，水资源蒸发量相对较大，促进水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的形成。因此，相关单位应注重蒸发量监测工作的开

展，通过物理手段，对地表能量与质量转化过程进行监测，

为水资源利用机制的建立做好铺垫。将遥感技术用于蒸发

量监测工作中，有助于监测精准性的提升，满足相应监测 

要求 [3]。在此过程中，应将监测设备与卫星进行连接，对卫

星数据加以利用，结合相应计算手段，对蒸发量进行确认。

其中，多层模型法的应用较多，将地表模型作为第一层，促

进地表物质成分的明确，将地下模型作为第二层，对地下与

地上余热进行确认。除此之外，也可构建蒸腾计算模型，提

升蒸发量计算准确性。

4.3 径流量检测
在水文水资源工程中，为提升工程管理水平，应从径

流量方面着手，对其进行检测，结合相应检测结果，对水资

源利用策略进行调整，保证该策略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发挥

水资源应用价值，对水资源浪费问题进行规避。在此过程中，

对遥感技术加以应用，可借助相应卫星，对径流量流动情况

进行监测，采集相应信息，并将其传输到相关系统中，提升

水文计算水平，推动检测结果的明确。在此过程中，不可直

接获得相应径流量精准数据，但可结合河流周围植物生长信

息与运行状况，分析河流周围土壤地质条件，考量降雨量等

因素，对径流量进行评估与确认 [4]。在径流量检测作业中，

可对遥感技术加以应用，并将其与水文、云图等加以融合，

提升信息分析成效，通过雷达等对降雨量进行检测，提升径

流量评估准确性，充分掌握水文水资源变化情况，为相应变

化规律的评估奠定基础。

4.4 地下水观测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水资源涵盖的范围相对较广，不

仅包含地表水，而且涵盖地下水。其中，地下水的稳定运行，

可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提供诸多便利，促进社会发展水平的

提升。而地下水埋深较高，若仍使用人力手段开展探测工作，

所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长，勘测效率相对较低，勘测准确性

得不到保障。故而，应将遥感技术用于其中，以地表测量信

息为依凭，对地下水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评估，为水资源管理

策略的制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可通过遥感技术，对地质

结构与地下水分布情况进行确认，评估地下水水位变化状

况，为地下水利用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

5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要点

5.1 注重勘测信息的筛选
在水文水资源工程中，将传统勘测模式与遥感技术应

用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遥感技术应用价值相对较高，在探

测范围与精准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助于工程管理工作的

开展与进行。在遥感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虽然所涉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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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内容相对较多，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与水文水资源工程具

有联系，为数据筛选工作提出一定要求 [5]。因此，相关单位

在借助遥感技术开展探测工作时，应以目标测量要求为依

据，对分辨率与精确度进行调整，并对探测范围加以划分，

保证遥感信息的高度针对性，为数据分析工作的开展做好

铺垫。

5.2 提升技术与人力的融合程度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所需花费

的人力资源量相对较少，但也需相关人员配合工作，建立人

机协作机制，保障探测作业的有序进行。该技术的智能化水

平不高，仍需要一定的人力对数据进行筛选，保证数据价值

性，提升数据分析准确性，促进勘测水平的提高。因此，相

关单位应提升对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并在人才引进与培养

过程中加大投入，提升人才专业性，最大限度发挥遥感技术

应用价值。首先，在人才招募过程中，应立足于实际工作需

求，对人才要求进行确认，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对详细的

招聘标准，保障招录工作的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应对应聘

人员的工作经验加以考核，了解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为遥

感技术应用提供人才支持 [6]。其次，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积极开展知识培训工作，让人才对遥感技术具有更清晰的认

知，及时更新人才的知识体系，提高人才技能操作熟练度，

推动遥感技术效用的充分发挥。最后，应向技术研发中倾斜

更多资源，以遥感技术为基础，对该技术进行完善，提升该

技术自动化水平，降低人为因素对勘测工作的影响，使得勘

测行业发展更具活力，为水文水资源管理决策的制定打下坚

实基础。

6 结语

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中，为提升工程管理对策有效性，

满足中国可持续发展需求，相关单位应注重对遥感等先进技

术的引进与利用，借助卫星与相应观测系统等，建立全方位

监测机制，对目标区域内各项信息进行收集，积极开展信息

筛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地下水流动状况进行评估，提

升水资源蒸发量勘测水平，对水资源分布情况进行确认，为

水资源利用策略的合理性建设浇筑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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