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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光谱综合的 0123, 数据云检测研究

何全军，曹 静，黄 江，吴志军
（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广州$ +*)"4)）

摘要：云检测是卫星遥感数据处理中不可缺少的工作。通过分析云在不同波段中的大气辐射特点，结合 0123, 数

据的光谱特性，提出一种多光谱综合的云检测方法。该算法从可见光反射率、红外波段亮温值以及亮温差等方面

综合考虑，逐步建立一个云检测掩模。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 0123, 数据进行验证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该模型的云检测效果理想，尤其对可见光波段难以识别的薄卷云也有很好效果，为有效利用 0123, 数据以及进行

更加精确的反演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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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云检测是卫星遥感图像处理与应用过程中的一

大难点，云和晴空的分离是反演大气和地表各种参

数必须的预处理工作，云检测结果的正确与否直接

影响到其它参数的反演结果。目前，研究人员在实

际应用中多采用多天数据的合成方式来减少云的影

响。然而，短周期的合成数据不能完全排除云的干

扰，周期过长又丧失时间效率，不适合短期监测［*］。

;</=>? 和 3@?>/&A［(］研究发现，*) B 的合成数据不能

保证完全是晴空，( C ! 周也依然会有云的干扰，因

此，最有效的方法是对每天的数据都进行云检测处

理，移除数据中的云像素。

针 对 应 用 广 泛 的 %188 D 8EFGG、;1H, 以 及

;0, 等数据，研究人员提出多种云检测方法，如 86I
61JJ1［!］、KL>AM 9 *、K>N?L> 9 K&M?OLL&?、P>A-L-/ 9
QM>?RS&M=［4］及 +2 FOR/&@M>= 5-TU?OV<-R（F5 +）［+］法

等，此外，还有分形纹理［"］和神经网络［7］等，这些算

法主要是基于阈值进行云检测处理。阈值的设定有

基于实测光谱数据的，也有对图像数据进行分析、多

次试验的经验值，还有基于贝斯因素法（W>N-R Q>TI
/&MR）［X］确定的阈值，等等。

0123, 以其高光谱、高时间和适中的空间分辨

率以及数据免费接收的特点和优点在国际上广泛使

用。我国处于中低纬度地区，受西北太平洋暖湿气

流影响，气候潮湿，很少有万里无云的晴空天气［#］，

尤其在南方地区云干扰情况极为严重，这大大限制

了数据的使用效率。%8,8 的 0123, 小组提出了一

种云掩模算法（KL&<B 0>RY 8L@&MO/U=）［*)］来分离云

和晴空数据，在此基础上得到一系列 0123, 云产

品［**］。但该算法需要地表类型、海拔高度以及冰雪

分布等数据的输入，同时使用的波段数目较多，容易

受传感器工作状况影响。为提高 0123, 数据的使

用效果，排除云干扰，本文结合国内外的一些云检测

方法进行大量试验，提出一种适合我国中低纬度地

区的简单的云检测方法，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 云检测的原理

云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与植被、土壤以及水域

等下垫面介质的反射率和辐射亮温值存在差异，云

具有较高的反射率而具有低的亮温值［#］。

在 )’ +X C )’ "X != 之间的可见光波段，下垫面

介质的类型不同，其反射率也明显不同，绿色植被反

射率最低，水体其次，土壤和城镇反射率最高，但都

不超过 *"Z［#］。云的反射率明显高于下垫面反射

率，并随着厚度、高度而变化［*(］。在 0123, 数据的

可见光波段 )’ "4+ != 处，晴空数据地物一般具有较

低的反射率，反射值在 ) C )’ ! 之间，云则有高的反

射率，一 般 高 于 !)，是 进 行 云 检 测 处 理 的 首 选 波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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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处于强的水汽吸收波段［%’］，地面的反

射因水汽吸收难以到达传感器，导致反射率低，而高

云上方的水汽对云的反射值削弱较少，因此该波段

对高层卷云敏感，具有高的反射率，低云则具有低的

反射率，通常低于 #& #"。此波段可以用来进行卷云

的检测。

雪和云在可见光波段具有相似的反射特性，在

%& $+ !* 近红外波段中，雪因吸收太阳辐射强而导

致反射率低，云则相对吸收太阳辐射少而反射率高，

通常利用 #& $+) !* 和 %& $+ !* 反射率的差和比

!#! $+) , !%! $+
!#! $+) - !%! $+

进行云雪判断。该公式采用归一化处理

可以消除一定的大气辐射及仪器影响［%+］，但该法容

易将湖岸、海岸线误判，通过利用对云出现敏感的

#& +%" !* 紫光波段进行修正［%)］，剔除误判。

.& $ !* 和 %% !* 波段对云特性敏感。短波中

有强的水汽吸收作用，导致晴空中 .& $ !* 处的辐射

值低于 %% !* 处的辐射值；冰晶在 .& $ !* 的吸收

远小于 %% !* 处的吸收，所以，冰晶组成的卷云在

.& $ !* 处的辐射值高于 %% !* 处的辐射值；而水滴

组成的光学厚度较大的云则在 .& $ !* 处的辐射值

低于 %% !* 处的辐射值［%$］。

"! 数据和波段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0123 的 %4 数据，经过几

何校正、定标计算等处理，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数

据值为反射率，热红外波段数据值是亮温值，并在处

理过程中进行了 /0123 数据特有的 456 , 789（俗称

“双眼皮”）去除校正。

根据前面云检测原理中不同波段对云的敏感特

性，以及 /0123 数据的各通道的波谱特性，结合大

气窗口和云的辐射传输特点，选择了可见光到热红

外 $ 个通道数据进行云检测。具体通道选择及其应

用描述如表 %。

表 %! /0123 云检测的特征波段及应用领域

波段 光谱范围 : !* 应用领域

4% #& $"# ; #& $(# 陆地 : 云 : 气溶胶边界

4$ %& $". ; %& $)" 陆地 : 云 : 气溶胶特性

4. #& +#) ; #& +"# 海洋水色 : 浮游植物

4"$ %& ’$# ; %& ’<# 卷云 : 水汽

4"< .& +## ; .& (## 云特性 : 温度

4’% %#& (.# ; %%& ".# 地表 : 云顶温度

’! 云检测方法的实现

以大量不同时段及不同背景的 /0123 数据为

样本，进行直方图和二维离散点分析，经目视解译进

行图像分类，再结合不同目标的波谱反射、辐射范

围，利用单波段阈值法检验云，最后进行人工判断检

验等一系列工作，确定了适用不同波段检验云的经

验阈值。利用前面选择的 $ 个波段及波段组合进行

逐像元检查，完成云检测处理工作，从而达到云和晴

空分离的目的。

可见光 4% 是进行云检测的首选通道，反射率大

于 ’# 即可判断为云；4"< 和 4’% 的亮温差易于高云

检测，4"$ 易于高卷云识别，本文将其组合起来共同

判断卷云；利用 4"$ 高云反射率高，低云反射率低，

以及卷云在可见光难以识别的特点，通过 4"$ 和 4%
组合进一步检测卷云；在 4% 和 4$ 的差和比判断过

程中，城镇、海岸在这两个通道中反射率相似，其值

和厚云值接近，算法的阈值易将其误判，但 4. 中陆

地、海洋的反射率远低于云的反射率，且该通道对厚

云敏感易出现过饱和，因此，在云检测过程中利用

4. 的反射率来修正，同时利用可见光 4% 来剔除水

体。具体算法实现如流程图 % 所示。

图 %! 云检测算法流程

其中，"# 代表第 # 通道的反射率或者亮温值；

"$%（"<，’%）代表 4"< 和 4’% 的辐射亮温差，"%=$ 代表

4% 和 4$ 的差和比值，即（!#! $+) , !%! $+）&（!#! $+) - !%! $+）。

该算法首先通过对不同波段或波段组合分别进

行云像素判断并逐一建立云掩模，然后将所有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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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的像素再合并起来得到一个最终的云检测结

果。本文基于交互式 &%( 语言编程，将上述算法封

装为一个自动处理程序，只要读入 #$%&’ 数据即可

完成云检测处理，输出云检测结果。

)" 应用实例分析

!* "" 陆地地区云检测

应用以上云检测算法对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世界时）接收的 #$%&’ 数据进行处理，选

取的数据范围在 --,0+.1234 5 --30+.1+,46，+30),1
)74 5 !+0),1--48 间，居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交

界地段，完全属于陆地。如图 + 所示。

图 +" 陆地地区云图及检测结果

" " 图中 9、:、% 处的云在 :- 上难以识别，在 :+3
上则表现为灰白色，尤其以 : 处杂乱的带状特征云

最为明显，这些云在云检测结果图中被完全识别出

来；; 处斑点状云在合成图和 :- 中都是完全不可

见，仅在 :+3 中有较浅颜色可以分辨出云的形态，该

算法也能完全提取出来。以上结果说明，本云检测

算法对陆地云检测效果理想。

!* #" 濒海地区云检测

以我国濒临南海的广东地区数据检测处理为

例。图像接收时间为 +,,2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世界时）。图幅范围在 ---0!71+/4 5 --70!312)46，

-/0/12!4 5 !,0/1-748 之间。如图 ! 所示。

图 !" 南部濒海地区云图及检测结果

" " 对比图 ! 的 ) 幅图，可以明显看到在珠江口地

区有一大团状云系，粤北地区一条横带状云穿过，这

两个云体在 :- 和 :+3 上的表现特征截然不同；在

:+3 中可发现 9 处上下有两条明显的带状云，: 处

左右有云斑，; 处有羽带状云，而在合成图（ <）和可

见光灰度图（=）中难以发现；海洋上 % 区域的杂乱

散点云系在 :+3 灰度图中难以识别，这些在检测结

果中都能被识别。从原始云图和云检测结果图的对

比可以看到，云的形态提取完整、自然，云系边沿丝

带状、波纹状和羽齿状云体都能够完整提取出来，说

明该云检测方法对陆海濒临地区云检测效果理想。

2" 结论

本文分析了云在不同波段的光谱特性，利用基

于多光谱综合阈值法建立的一个云检测方案进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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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云检测处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的

数据进行云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表明该算

法对云信息提取完整。尤其该算法充分利用 %&’()
的 *"$ 以及 *"+ 和 *,- 的差值对卷云的敏感特性，

对可见光无法观察的薄卷云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比较适合我国中低纬度地区的 %&’() 数据云检测

处理。但是该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尚未考虑卫星

观测角变化造成的影响，当数据偏离星下点轨道中

心太远、卫星观测角较大时，检测不理想。

参考文献

［-］! ./01 2 3，)451567871 9，:0;<80=068 >，0? 7@A B1 7C?<D7?0; E@<C;
;0?0E?5<1 D0?/<; F<4 ;75@G H&BB I -J BKL99 ;7?7 F<4 M0N78，
O)B［ P］A (1?0417?5<17@ P<C417@ <F 90D<?0 )01851Q，"##"，",

（-R）："+,+ I "+R#A
［"］! >C?D71 >，(Q17?<6 BA M/0 40@7?560 D045? <F E@<C; S E@074 5;01?5F5E7T

?5<1 51 ?/0 H&BB S HB)B U7?/F51;04 BKL99 @71; -# I ;7G E<DT
U<85?08［ P］A (1?0417?5<17@ P<C417@ <F 90D<?0 )01851Q，-++$，-V：

,"+R I ,,#JA
［,］! W450X0@ W M，>080@@ >，W78?104 %，0? 7@A M/0 E@<C; 717@G858 ?<<@

B2&YY&：5DU4<60D01?8 71; 67@5;7?5<18［ P］A (1?0417?5<17@ P<C417@
<F 90D<?0 )01851Q，"##,，"J（-"）：",Z+ I "J#ZA

［J］! 371Q [/5\/71Q，>47G8<1 ]<<;，P</1 ^A &’905@@GA .@<C; ;0?0E?5<1
51 807 8C4F7E0 ?0DU047?C40 5D7Q08 XG E<DX5151Q ;7?7 F4<D H&BB
U<@74 I <4X5?51Q 71; >0<8?7?5<174G )7?0@@5?08［B］A >0<8E501E0 71;
90D<?0 )01851Q )GDU<85CD，24<E00;51Q8，(>9B)) "###［ .］A
(^^^ "### (1?0417?5<17@，"###，R：-Z-V I -Z"#A

［R］! W74104 &，’5Q4<@7D< YA &1 7C?<D7?5E E@<C; ;0?0E?5<1 <604 <E071
［P］A (1?0417?5<17@ P<C417@ <F 90D<?0 )01851Q，"##-，""（-R）：

,#JV I ,#R"A

［$］! 陈伟，周红妹，袁志康，等A 基于气象卫星分形纹理的云雾分

离研究［P］A 自然灾害学报，"##,，-"（"）：-,, I -,+A
［V］! 宋小宁，赵英时A %&’() 图像的云检测及分析［ P］A 中国图象

图形学报（B 版），"##,，Z（+）：-#V+ I -#Z,A
［Z］! %C4?7Q/ :，*7440?< ’，%74E0@@< PA ’0E585<1 X<C1;7458 C851Q X7G08

F7E?<48：?/0 E780 <F E@<C; D78_8［P］A (^^^ M47187E?5<18 &1 >0<8E5T
01E0 71; 90D<?0 )01851Q，"##,，J-（-"）："+R" I "+RZA

［+］! 周红妹，杨星卫，陆 贤A H&BB 气象卫星云检测方法的研究

［P］A 环境遥感，-++R，-#（"）：-, I -J"A
［-#］)?060 BE_04D71，W7?/@001 )?47X7@7，27C@ %01\0@，0? 7@A ’58E45D5T

17?51Q E@074 I 8_G F4<D E@<C; ‘5?/ %&’() 7@Q<45?/D ?/0<40?5E7@ X7T
858 ;<ECD01?（ %&’,R）［ ^* S &Y］A /??U：S S D<;58 I 7?D<8A Q8FEA
1787A Q<6 S ;7?7 S 7?X;aD<;#$A U;F，"##" I -#A

［--］)?0601 2@7?15E_，%5E/70@ ’ W51Q，)?0601 B BE_04D71，0? 7@A M/0
%&’() E@<C; U4<;CE?8：7@Q<45?/D8 71; 0N7DU@08 F4<D M0447［ P］A
(^^^^ M47187E?5<18 <1 >0<8E501E0 71; 90D<?0 )01851Q，"##,，J-

（"）：JR+ I JV,A
［-"］周红妹，谈建国，葛伟强，等A H&BB 卫星云雾自动监测和修复

方法［P］A 自然灾害学报，"##,，-"（,）：J- I JVA
［-,］W044G %0G04，371Q 251Q，>7< *< I E75A &U?5E7@ ?/5E_1088 <F ?4<U5T

E7@ E544C8 E@<C;8 ;04560; F4<D ?/0 %&’() #A $$ I 71; -A ,VR I
E/7110@8［P］A (^^^ M47187E?5<18 <1 >0<8E501E0 71; 90D<?0 )018T
51Q，"##J，J"（J）：Z,, I ZJ-A

［-J］李 微，方圣辉，佃袁勇，等A 基于光谱分析的 %&’() 云检测算

法研究［P］A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R，,#（R）：J,R
I JJ,A

［-R］9<8_<6018_G P W，Y5<C W HA ’0?0E?5<1 <F ?/51 E544C8 C851Q 7 E<DX5T
17?5<1 <F -A ,Z I 40F@0E?71E0 71; ‘51;<‘ X45Q/?1088 ?0DU047?C40
;5FF0401E0［ P］A P<C417@ <F >0<U/G85E7@ 908074E/，"##,，-#Z

（’-Z）：BB.J I - I BB.J I -$A
［-$］盛 夏，孙龙祥，郑庆梅A 利用 %&’() 数据进行云检测［ P］A 解

放军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R（J）：+Z I -#"A

!"#$% %&’&!’(#) () *#%(+ %,’, -,+&% #)
*$"’( I +.&!’/$* +0)’1&+(+

L^ bC71 I =C1，.B& P51Q，LOBH> P571Q，]O [/5 I =C1
（!"#$%&’(" )*+*(,(-(%./#- 0#+*--.+* !,("$1 0+#+.($，!"#$%&’(" R-#$J#，2’.$#）

,2345674：.@<C; ;0?0E?5<1 58 7X8<@C?0@G 10E08874G 51 ?/0 U4<E08851Q <F 87?0@@5?0 40D<?0 801851Q ;7?7A M/4<CQ/ 717@GT
\51Q D0?0<45E E/747E?0458?5E8 <F E@<C; 51 ;5FF0401? 8U0E?47 71; 51?0Q47?51Q ?/0 8U0E?47@ E/747E?0458?5E8 <F %&’()

（%<;047?0 908<@C?5<1 (D7Q51Q )U0E?4<47;5<D0?04），?/0 7C?/<48 UC? F<4‘74; 7 10‘ E@<C; ;0?0E?5<1 D0?/<; X780; <1
DC@?5 I 8U0E?4CD 8G1?/0858A M7_51Q 51?< 7EE<C1? 8CE/ F7E?<48 78 6585X@0 40F@0E?71E0，51F4740; X45Q/?1088 ?0DU047?C40
71; ‘51;<‘ X45Q/?1088 ?0DU047?C40 ;5FF0401E0，?/0 7@Q<45?/D E71 Q47;C7@@G XC5@; 7 E@<C; ;0?0E?5<1 D78_ 71; F517@@G
<X?751 71 01?540 E@<C; U4<E08851Q 408C@? ‘/5E/ E71 ;58E45D517?0 E@<C; F4<D E@074 8_GA M/0 7@Q<45?/D ‘78 7UU@50; 51
;5FF0401? U045<;8 71; ;5FF0401? 8E0108 ?< D7_0 67@5;7?5<1 71; 717@G858A M/0 408C@?8 8/<‘ ?/7? ?/0 E@<C; ;0?0E?5<1 58 5T
;07@，08U0E57@@G F<4 ?/51 E544C8 ‘/5E/ 58 516585X@0 51 ?/0 6585X@0 X71;A M/58 ?0E/15cC0 E71 U4<D<?0 ?/0 C80 <F %&’()
;7?7 71; 5DU4<60 ?/0 7EEC47EG <F 40?450651QA
89: ;<5=3：%&’()；.@<C; ;0?0E?5<1；%C@?5 I 8U0E?4CD 8G1?/0858；M/408/<@; 67@C0
第一作者简介：何全军（-+VZ I ），男，硕士，助理工程师，从事卫星遥感应用与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工作。

（责任编辑：刁淑娟）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