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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林学（本科）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

为培养和检验考生遥感与地信方面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以提供全球或大区域精确定位的高频度宏观影像。同

时，还可以实现空间和时间的转移,空间上野外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时间上从过去、现

在的研究发展到在三维空间上定量地预测未来。它集中了计算机、通讯和地球科学、生物

学等学科的最新成就，在地球系统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以及农业、林业、地质、水文、

城市与区域开发、海洋、气象、测绘等科学和国民经济的重大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的具体目的和要求是：  

1.使学生把握遥感与地信的基本理论知识、常用的遥感与地信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法、

遥感专题信息提取的方法及地理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2.了解遥感图像处理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内容及软件、应用的领域、技术进展前沿

等。  

3.培育同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在后续专业课程学习以及毕业后能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空间数据处理或从事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与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通讯和地球科学、生物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等课程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考生如果能对这些方面的知识有比较系

统的了解和掌握，将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理解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内容，为后

续的林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遥感的定义，遥感系统的组成和分类，遥感的主要特点；

了解遥感发展简史；掌握 GIS 的相关概念，理解 GIS 的特点、类型与组成，了解 GIS 的

基本功能和用途，GIS 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及 GIS 的发展概况；理解地物位置的认知和表

达，掌握坐标系统、投影概念及关系，及其在 GIS 中的具体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遥感的基本概念  

（二）遥感系统  

（三）遥感的类型及特点  

（四）中国遥感事业的发展 

（五） 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六）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 

（七）地理坐标系统 

（八）投影坐标系统 

（九）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在林学专业中的应用  

三、考核目标 

1.识记： 遥感的定义，遥感系统的组成和分类，GIS 的定义、类型与组成、地理坐标

系统、投影坐标系统。 

2.理解： 遥感的主要特点、发展简史，GIS 的特点、发展简史。  

3.应用：地理坐标系和投影坐标系的转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在林学专业中的应用。  

 

第二章 遥感物理基础及遥感平台运行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电磁波谱、黑体辐射，太阳辐射，大气散射，大气窗口，

反射率，太阳辐射，植被、土壤、水体及岩石的光谱特点；掌握遥感平台及分类、气象卫

星系列和陆地卫星系列的特点；了解轨道参数，高分辨率卫星的特点。  

二、课程内容  

（一）电磁波与电磁波谱  

（二） 物体的发射辐射  

（三）地物的反射辐射 

（四）地物波普特性的测定   



三、考核目标  

1.识记： 电磁波谱、黑体辐射，太阳辐射，大气散射，大气窗口，反射率，太阳辐

射、遥感平台、气象卫星系列、陆地卫星系列的特点。  

2.理解：黑体辐射，大气窗口，反射率，太阳辐射、遥感平台、气象卫星系列、陆地

卫星系列的特点。  

3.应用： 植被、土壤、水体及岩石的光谱特点，卫星坐标的测定与解算。  

 

第三章 遥感传感器及成像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扫描成像类传感器与雷达成像仪的基本原理、分类等。  

二、课程内容  

（一）扫描成像类传感器  

（二）雷达成像仪 

三、考核目标  

1.识记：扫描成像类传感器的原理、分类。   

2.理解：真实孔径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的原理。  

3.应用：合成孔径雷达的原理及应用。  

 

第四章 遥感图像的处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遥感传感器的四个构像方程、几何变形、几何变形的

纠正、图像的配准和镶嵌；掌握遥感图像的辐射处理的方法、图像辐射增强、融合等。  

二、课程内容  

（一）图像的表示形式 

（二）遥感图像的坐标系统 

（三）遥感数字图像的储存 

（四）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 

（五）遥感传感器的构像方程 

（六）遥感图像的几何变形  

（七）遥感图像的几何处理 

（八）图像间的自动配准和镶嵌 

（九）遥感图像的辐射处理  

（十）遥感图像辐射增强  

（十一）多光谱图像四则运算  



（十二）图像融合 

三、考核目标  

1.识记：遥感图像的几何处理、辐射处理、几何处理和图像配准方法、辐射处理的方

法、图像辐射增强和融合的原理与方法。  

2.理解：遥感传感器的四个构像方程及推算、多光谱图像四则运算。  

3.应用：应用遥感图像的几何处理方法和辐射处理方法处理林业生态、环境、植被等

相关数据。  

 

第五章 遥感图像判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景物特征和判读标志、目视判读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等。  

二、课程内容  

（一） 景物特征和判读标志  

（二）目视判读的一般过程和方法  

（三）遥感图像目视判读举例    

三、考核目标  

1.识记：目视判读的一般过程和方法。   

2.理解：景物特征和判读标志。  

3.应用：遥感图像目视判读在实际中的应用。 

  

第六章 遥感图像自动识别分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遥感图像特征变换及特征选择、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

和图像后处理等。  

二、课程内容  

（一） 特征变换及特征选择  

（二）监督分类  

（三）非监督分类 

（四）遥感图像分类后处理 

三、考核目标  

1.识记：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的原理和方法。   

2.理解：图像后处理的原理与方法。  

3.应用：应用监督分类和非监督方法处理林业生态、环境、植被等相关数据。  



第七章 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是空间数据，掌握空间数据的来源、

空间数据的分类、空间数据结构的类型。  

二、课程内容  

（一）地理空间及其表达 

（二） 地理空间数据及其特征 

（三）空间数据结构类型 

三、考核目标  

1.识记：地理空间的概念、空间实体的表达方式、GIS 空间数据的分类及特征、空间

数据的拓扑关系、空间数据的类型。   

2.理解：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空间数据的类型。  

3.应用：林学专业中的地理空间数据。 

  

第八章 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 GIS 的数据采集方式、掌握地图数字化的方法、步骤；掌握属性数据的录入与编

辑；理解数据处理的概念和意义，掌握常见的数据处理方式；理解空间数据质量及其相关

概念；了解空间数据质量评价的标准，并分析造成数据质量问题的来源；说明控制空间数

据质量的措施；理解元数据及空间元数据的概念；了解空间元数据的分类和标准；了解空

间数据元数据的获取方法及作用。  

二、课程内容   

（一） 地理空间数据获取 

（二）空间数据编辑 

（三）空间数据处理方法 

（四）地理空间数据质量 

三、考核目标  

1.识记：地图数字化的方法及步骤、空间数据的获取方法、常用的空间数据处理方法、

空间元数据的概念。   

2.理解：GIS 的数据采集方式、地图数字化的方法及步骤、空间元数据的概念。  

3.应用：林学专业中 GIS 的数据采集方式。  



第九章 空间分析基本原理和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 GIS 中模型的概念、特点和作用；掌握 GIS 空间分析的一般步骤；了解空间

查询与量算的各种方法及其应用；理解叠置分析的概念和类型，掌握多边形叠置分析的

步骤和方法；理解缓冲区的概念和作用；了解空间插值的类型和方法；掌握 DEM 分析方

法及应用。 

二、课程内容   

（一）空间信息分析模型 

（二）空间查询与统计方法 

（三）空间分析方法 

三、考核目标  

1.识记： GIS 空间分析的一般步骤；叠置分析的概念和类型，多边形叠置分析的步骤

和方法；缓冲区的概念和作用；DEM 分析方法及应用。   

2.理解：空间查询与量算；缓冲区分析；DEM 分析。  

3.应用： 缓冲区分析及 DEM 分析方法在林学专业中的应用。  

 

第十章 地理信息系统产品输出及可视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输出方式；掌握地理信息系统产品的类型；了解几种不同类型

的信息可视化表达方式。 

二、课程内容   

（一）地理信息系统产品输出 

（二）空间信息可视化技术方法 

三、考核目标  

1.识记：地理信息系统的输出方式；地理信息系统产品的类型。   

2.理解：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几种类型。  

3.应用：利用 GIS 可视化窗口进行 GIS 产品输出及空间数据信息分析。  

  



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课程实验 

一、实验教学的目的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林学专业课程，实验课占有很大比重，在实验过程中学生

要根据教师上机操作步骤进行实验操作，最后得出结果图。通过上机操作，进一步加深学

生对书本上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巩固学习内容，同时，也掌握一些基本遥感图像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能，为今后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

从事林学教学、科研、生产工作等打下坚实的实践经验基础。 
二、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 

1.使学生了解遥感图像处理的基本内容及软件。 

2.使学生掌握常用的遥感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法、遥感专题信息提取的方法。 

3.使学生了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的基本内容及软件。 

4.使学生能够熟悉地理数据的图像配准、数据编辑、数据管理、投影变化以及制图输

出的整个过程。        

5.培育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力。 

三、实验内容 

实验一、ENVI 快速入门 
一、实验目的 

了解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ENVI 的主要功能模块，在此基础上，掌握视窗操作模块的功

能和操作技能，为遥感图像的增强、校正等后续实验奠定基础。。 

二、实验内容 

1.视窗功能介绍； 

2.文件菜单操作； 

3.实用菜单操作； 

4.显示菜单操作； 

5.矢量和删格菜单操作等。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ENVI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视窗操作是 ENVI软件操作的基础, ERDAS所有模块都涉及到视窗操作。本实验要求掌

握视窗的基本功能，熟练掌握图像显示操作和矢量菜单操作，从而为深入理解和学习 ERDAS

软件打好基础。 

实验二、遥感数字图像的几何校正 

一、实验目的 

掌握遥感图像几何校正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深刻理解遥感图像几何校正的意义。 

二、实验内容 



ENVI软件中图像预处理模块下的图像几何校正。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ENVI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由于所有地图投影系统都遵循一定的地图坐标系统，因此几何校正的过程包含了地理

参考过程。 

实验三、遥感信息的融合 

一、实验目的 

掌握遥感信息融合的方法，深入理解遥感信息融合在信息解译中的意义。 
二、实验内容 
计算机，ENVI 软件。 
三、实验材料 

多光谱数据与高分辨率全色数据的融合。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在调出了分辨率融合对话框后，关键是选择融合方法，定义重采样的方法。  

实验四、 ArcGIS 快速入门 

一、实验目的 
熟悉 ArcGIS软件及其基本操作。 

二、实验内容 
1.ArcGIS 模块介绍； 
2.ArcGIS 安装说明； 
3.ArcGIS 界面介绍。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ArcGIS10.6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1.掌握 ArcGIS10.6软件的 Desktop安装; 

2.掌握 ArcGIS10.6软件的基本操作。 

实验五、使用 ArcMap浏览地理数据 

一、实验目的 
熟悉 ArcMAP 软件的基本操作。 
二、实验内容 
1.ArcMap 图形用户界面； 
2.数据显示； 
3.数据选择与查询。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ArcGIS10.6 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1.熟悉 ArcMap 图形用户界面； 
2.掌握数据显示及数据选择与查询等基本操作。 



实验六、影像配准及矢量化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影像数据的地理配准； 
2.掌握点、线、面要素的数字化。 
二、实验内容 
1.利用影像配准工具进行影像数据的地理配准； 
2.编辑器的使用（点要素、线要素、多边形要素的数字化）。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ArcGIS10.6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加深了解空间配准的基本原理，课后练习复习。 

实验七、空间分析 

一、实验目的 
学会用缓冲区分析和叠置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二、实验内容 
1.缓冲区建立； 
2.叠加分析； 
2.属性编辑； 
4.分级显示。 
三、实验材料 

   计算机，ArcGIS10.6软件。 

四、实验要点与教学建议 

将空间分析的实践能力应用到林学专业的学习当中。 

四、本课程采用的教材 

吴英. 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教程, 2017 

五、主要教学参考书及材料 

1.《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第二版）》，汤国安，杨昕，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4 月 
2.《地理信息系统基础实验 100 例》，汤国安，钱柯健，科学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3.《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实验教程》，田永中，科学出版社，2019 年 2 月  
4.《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教程》，毕天平，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 年 2 月 
5.《遥感导论》，梅安新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遥感技术基础》，张占睦等，科学出版社，2007. 
7.《遥感原理与应用》(第二版)，孙家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8.《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赵英时等，科学出版社，2013.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课程考试大纲是根据自学考试计划，结合自学考试特点编写的。其目的是对个人

自学、社会助学和本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本课程考试大纲规定了课程自学考

试的范围和标准，可作为选用或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社会助学、自学、考试命

题的依据。 

二、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

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

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

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

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

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三、自学教材 

1. 自学教材 

汤国安，杨昕，张海平等.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第三版），科学出

版社，2021 年 11 月。 

杨树文，董玉森，詹云军，蔡玉林等.遥感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ENVI 5.x 实验教程

（第 2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2. 参考教材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吴英主编.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教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四、自学方法指导  

林业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其课程内容包含遥感

和地信的基本理论知识、常用的遥感及地信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法、遥感专题信息提取的

方法及地理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三大部分内容，从理论知识到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知识范

围较广，各章之间相对独立，又有联系。其中第一、第二章简要而系统的遥感和地理信息

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是修习后面八章内容的必要前提。第三、四、五、六章分别

系统地介绍了遥感图像的处理方法以及分类方法，第七、八、九、十章分别系统地介绍了 

GIS 数据获取及分析方法。  



自学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掌握遥感和 GIS 的基本理

论及数据处理分析方法。记忆应该识记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其意义。对要求领会的内

容，应当结合专业知识深入理解，把握原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应用范围。对要求应用的

内容，能在领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与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途径和应该采取的综合措施，应学会综合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注意将课

本知识应用于实践，以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

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

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

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

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

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

（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五、考试命题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

出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

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应用”三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例依次约为：

40%、40%、2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

依次大致为：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第四部分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其号码填入题

干后的括号内。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矢量结构的特点是                                         （      ） 

A. 位置明显，属性隐含                         B. 位置明显，属性明显        

C. 位置隐含，属性明显                         D. 位置隐含，属性隐含 

二、判断题 （认为对的，在题后的括号内打 “√”，认为错的打 “×”。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但并不就是信息。                       （      ）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栅格数据结构 

四、简答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 请简要回答栅格数据常用的空间分析与处理方法有哪些？  

五、综合应用题（共  空，每空  分，共  分）。 
1．请论述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林业专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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