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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稻高光谱遥感实验研究》不仅多种实验设计科学合理、研究技术先进、取得的数据翔实可靠，而
且内容新颖全面、成果水平较高，处于国内外前沿。该书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水稻高光谱遥感技术非常
有用，而且对其他地物光谱遥感研究也有很高的利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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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适用于高光谱遥感研究者
2、黄老师的书，值得推荐
3、与之研究相关的，可以购买，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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