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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在轨运行服务卫星数量地不断增加和数据获取能力地不断增强，可利用的遥感数据成倍数增
加，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成为时代的潮流。 在分析国际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国际发展的全球
化、系统化、规范化、网络化等特征；在分析评价我国现有遥感数据资源和集成共享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了我国开展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的几点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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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对地观测技术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高新技术，对

地观测所获取的大量遥感数据是国家基础性和战略

性的空间信息资源。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
地观测技术与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遥感数
据资源极大丰富，在国土资源调查、农作物估产、森
林资源普查、基础测绘、城市规划、重大灾害与环境
事件评估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政府科学决
策与管理、全球与重点地区监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 １，２］ 。 整合现有的遥感数据资源，“盘活”现有
空间数据存量，减少浪费，提高遥感数据的有效供
给，可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撑，为相关行业应用向广度
和深度发展提供基础，为国防安全建设提供有力的
信息保障

［３，４］ 。
2　国际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研究发展状况

作为一种资源，遥感数据可以不断地被重复使
用，发挥遥感数据的作用，也是对巨额投资的回报。
因此，遥感数据的集成与共享普遍受到世界各国重
视。 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瑞典
等发达国家先后颁布了国家或行业遥感数据标准，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包括遥感科学数据在内的空间

信息和共享网络计划，以提高遥感科学数据共享与
服务的水平。 美国国家宇航局（ＮＡＳＡ）于 １９９０ 年
成立了分布式动态数据中心（ＤＡＡＣ），集成了 ２ ０００
多个数据集，总数据量达上千 ＴＢ，而且数据量每天
都在大幅增长中，如 Ｔｅｒｒａ 卫星每天大约新增
１９４ ＧＢ 的数据［ ５］ 。 用户通过登录任何一个 ＤＡＡＣ
的 ＥＯＳ 数据门户网站（ＥＤＧ），均可在一个统一的界
面上搜索、订购或下载数据， 任一 ＤＡＡＣ 执行特定
的 ＣＧＩ 搜索后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将结果根据用
户所指定方式返给用户；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ＮＯＡＡ）提供了覆盖全球的 ＡＶＨＲＲ 及其产品的
数据在线共享；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提供多种比
例尺（１∶２５０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数字高程、全球陆地卫
星等数据共享和下载服务，特别是最近发布的全球
陆地高程数据集 ＳＲＴＭ。

欧盟各国形成了区域性的合作体系，共同采集、
加工处理和分发使用多种遥感数据。 在瑞典设立的
地面站负责接收包括欧空局和其他国家的卫星遥感

数据，接收到的数据由设在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
大利的 ５ 个中心分工进行处理，产品提供给欧盟各
国使用。 印度、巴西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极为重

15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卷第 ６期　



视包括遥感科学数据在内的空间信息系统的建设，
设立了专门负责空间技术发展和信息管理的国家机

构，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加强空间信息在科技发展
中的应用，积极倡导空间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

许多国际组织也一直在促进遥感数据的全人类

的共享。 国际气象组织所推进的气象卫星数据的共
享使用，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促进了全世界气象研究
和预报的水平。 无论是美国的 ＮＯＡＡ 系列卫星，还
是日本的 ＧＭＳ 卫星，或是我国的 ＦＹ 卫星，已成为
世界各国天气预报的基本数据资料，并在全球变化
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遥感数据共享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遥感数据以每日 ＴＢ 量级在增长，
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呈现出资源整合全球化、资源
管理系统化、保存设施现代化、技术规范标准化、共
享服务信息化等发展趋势，区域之间、国家之间大规
模的联合与共享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例如，全球对
地观测组织 （ ＧＥＯ） 在全球综合对地观测系统
（ＧＥＯＳＳ）十年实施计划中，希望通过全球地、全面
地、整合地和持续地努力，充分集成世界相当大部分
的遥感数据和产品，全面优化社会经济信息同化模
型和当前的对地观测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地观
测战略与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寻求最大限度缩小数
据差距的措施，在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和各国政策法
规的基础上，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和全面、开
放的方式交换地面、航空和航天的遥感科学观测数
据，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千年目标做出贡献。
例如，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减轻灾难的影响，英国国家
航天中心／灾害卫星监测星座联盟、法国国家太空研
究中心、阿根廷国家航天活动委员会、加拿大航天
局、欧洲航天局、印度太空研究组织、日本国家宇宙
航空探测署、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美国地质调
查局、中国国家宇航局等参与枟空间与重大灾害国
际宪章枠的成员，将他们收集的各种各样民用和商
用卫星数据，即时地提供给全世界任何受灾难影响
的地方，实现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紧急反应，实现了一
个面向特定应用的全球数据共享应用体系。
3　我国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研究发展现状
3．1　我国遥感数据资源状况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航空遥感时代，到 ８０ 年代
开始持续运行的航天遥感，我国多个行业部门、科研
机构及相关企业已经获取、存储和管理了一大批遥

感数据。 据初步估计，我国民用遥感科学数据的存
档数据量超过 ６３０ 万幅（景或轨），总存储容量超过
６６０ ＴＢ，覆盖全国陆地及海域，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１ ５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 按其空间分辨率状
况，可以分为高分辨率、中分辨率和低分辨率遥感数
据。 其中，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主要包括 ＳＰＯＴ５，ＩＫＯ-
ＮＯＳ，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等遥感卫星数据和航空遥感数
据，覆盖范围主要是全国重点城市。 这些数据主要
保存在各行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其中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收集整理了全国航空遥感数据 ４００ 多万
幅，数据量约为 ４００ ＴＢ；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及国
土资源部存档了 ３３ 万多景 ＳＰＯＴ５ 数据及其相应的
正射影像产品，总数据量达到 ５０ ＴＢ。

中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主要为覆盖全国的 Ｌａｎｄ-
ｓａｔ（ＭＳＳ，ＴＭ，ＥＴＭ ＋）、ＣＢＥＲＳ（ＣＣＤ）、ＩＲＳ（ＡＷＩＦＳ）
数据，以及全国部分地区的 ＳＰＯＴ －ＨＲＶ 数据。 其
中，１９７２—１９８５ 年间的 ＭＳＳ 数据约 ３ ４４２ 景，数据
总量超过 １．３ ＴＢ；我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接收处理与
保存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１９８６ 年—）、 ＥＴＭ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ＩＲＳ －ＬＩＳＳ （ ２００４ 年—）、 ＳＰＯＴ －ＨＲＶ
（１９９７ 年—）约 １４０ 多万景，数据总量为 １５０ ＴＢ；中
巴地球资源卫星（ＣＢＥＲＳ）由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
心负责保存与处理，目前已有存档数据 ４０ 余万景，
数据总容量 ４０ ＴＢ；北京 １ 号小卫星，从发射到现
在，存档数据约 ３ ＴＢ。

低分辨率遥感数据主要包括气象遥感科学数据

和海洋遥感科学数据。 气象遥感科学数据主要包括
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ＥＯＳ －ＭＯＤＩＳ、ＧＭＳ、ＦＹ －１、ＦＹ －２
以及 ＳＰＯＴ －ＶＧＴ 等卫星遥感数据，数据总量超过
２２ 万轨（景），数据容量为 ６２ ＴＢ。 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积累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存档的卫星图
像胶片和 １０ 余年的气象卫星磁带资料，其中覆盖全
国及 其 周 边 地 区 的 ＮＯＡＡ 卫 星 原 分 辨 率 的

ＡＶＨＲＲ／ＨＲＰＴ资料是当今全球变化研究难得的宝
贵资料。 我国的海洋遥感科学数据主要来自我国的
海洋遥感卫星 ＨＹ －１ 及美国 ＳｅａＷｉＦＳ 数据。 数据
主要由海洋局卫星海洋中心及海洋局第二研究所接

收、保存与处理，其中，ＨＹ －１Ａ 的数据为 １ ８３０ 轨，
ＳｅａＷｉＦＳ 数据 １０ ３００ 轨，生产了 ３０ 多种高级海洋遥
感科学数据产品，总数据容量达 ４．５ ＴＢ。
3．2　我国遥感数据共享研究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遥感事业的发展，国家经济建
设和科学研究对卫星数据的需求不断增加，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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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卫星遥感数据共享的新思路具有重要意义，特
别是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计划的启动，对遥感数
据共享给予了巨大的促进，创造了良好的氛围［６］ 。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协同有关部门，正在协商
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政策和措施，有些部门已经先
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试验。 以下介绍我国已经
取得成功的几个遥感数据共享体系，其中有些是系
统性的数据共享，有些是部分试验数据共享，有些是
元数据集的信息服务。
３．２．１　ＥＯＳ －ＭＯＤＩＳ 数据共享平台

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对地观测系统，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可提供中等分辨率的遥感数据。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国内建成了第一个地面接

收站，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开始提供 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 数
据共享；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支持下，又于
２００４ 年开通了国家对地观测系统 ＭＯＤＩＳ 共享平台
网站，率先实现了我国对地观测数据的无偿共享，成
为我国对地观测系统数据共享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掀开了我国遥感数据共享的序幕。 通过该门户
网站，用户只需注册简单信息并遵守相应协定即可
获得 ＭＯＤＩＳ数据下载权限。 该网站的开通，使得政
府、教育、科研院所与商业等部门、个人可以迅速获
取实时海量的卫星数据，将会极大地提高国家投资
数据的社会经济效益，并逐步形成数据—效益之间
的良性循环。 这是我国利用国际遥感数据资源促进
数据共享的成功范例。

尔后，在科技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进一
步支持下，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于 ２００６ 年建成了我国
ＥＯＳ －ＭＯＤＩＳ 数据集成与共享平台：构建了覆盖全
国的由 ６ 站组成的 ＥＯＳ／ＭＯＤＩＳ 数据接收站网（中
国气象局北京站、乌鲁木齐站、拉萨站、广州站，国家
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三亚站、北京站），实现了覆盖全
国的 ＥＯＳ／ＭＯＤＩＳ 数据稳定业务接收，并向设立在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 ＥＯＳ／ＭＯＤＩＳ 数据中心实时传
输；结合数字视频广播技术和地面网络技术，既可以
通过 ＤＶＢ －Ｓ 广播系统主动实时广播分发，也可以
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系统提供联机检索与下载，从而
全方位满足了全国业务和科研用户的不同数据需求

和时效需求。
在 ＭＯＤＩＳ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国家卫星气象应

用中心将进一步开展 ＮＯＡＡ，ＦＹ 等气象卫星数据的
网络共享。
３．２．２　中巴资源卫星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由我国和巴西共同研制的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０１ 星成功发射，填补了我国没有
传输型陆地观测卫星的空白，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０２ 星也顺利升空。 经过 １０ 年的
努力，资源卫星数据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数据定量
化应用服务能力得到加强，数据分发服务能力得到
大幅提高，针对资源卫星数据处理的自主应用软件
的开发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
起，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０２ 星数据实行免费网上分发
政策，进一步降低卫星数据应用的门槛，扩大卫星数
据应用领域，开拓了我国国产卫星数据免费共享的
先河。 目前，资源卫星的国内用户已达到 ２００ 多家，
数据正在逐步进入各行业遥感业务运行系统，并在
全国生态环境调查、土地资源大调查、海岸带资源调
查等国家重大工程及自然灾害管理中得到应用。 国
际上也对中巴资源卫星的数据表现出浓厚兴趣，已
经初步拟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开始中巴资源
卫星数据落地和分发试验。 其他许多国家也正积极
申请使用资源 １ 号 ０２Ｂ 卫星的数据。 我国政府还以
资源 １ 号 ０２Ｂ 卫星加入了联合国枟空间及重大灾害
国际宪章枠机制，体现了我国航天对世界的贡献。
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底已累计分发超过 ３０ 万景。 中巴资
源卫星数据是世界上第一个中高分辨率的共享卫星

遥感数据。
３．２．３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ＡＳＡＲ 数据共享

ＥＮＶＩＳＡＴ 卫星是欧洲迄今建造的最大的环境
卫星，也是费用最高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总研制成
本高达 ２５ 亿美元。 卫星上载有 １０ 种探测设备，其
中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民用合成孔径雷达（ＡＳＡＲ）
传感器，可生成海洋、海岸、极地冰冠和陆地的高质
量图像，不仅具有全天时、全天候对地观测的能力，
而且有多角度多模式观测、双极化、宽幅成像的能
力。 该卫星数据在制图、资源勘查、气象及灾害判断
等领域均有良好应用。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在科技部“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项目”的支持下，作为实
施卫星遥感数据共享举措，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
面站于 ２００５ 年率先将 ３２３ 景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ＡＳＡＲ 数据
开放共享，通过现代化网络服务手段，向全国遥感用
户分发共享数据。 几年来，该数据集被下载 ８ ７５６
次，下载数据总量达 ２ ２１７ ＧＢ，相当于数据被重复利
用 ２００ 多次，对促进 ＳＡＲ 数据分析和研究起到很大
的作用。

“龙计划”项目是中欧双方在遥感领域一项较
大的合作项目，其主要内容是利用欧洲空间局 ＥＮ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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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ＡＴ 和 ＥＲＳ 遥感数据、我国的对地观测数据，在我
国开展遥感监测和制图应用技术研究

［７］ 。 中欧双
方有近 ２００ 多名科学家参与项目的合作研究，涉及
１０ 余个国家。 迄今，欧洲空间局已为该项目免费分
发了 ４ ０００ 多景 ＡＳＡＲ 数据及 １ ５００ 多景环境卫星
（ＥＲＳ）数据。 这项针对性的国际合作，遥感数据共
享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３．２．４　我国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的图象检索数据库

我国遥感卫星图像检索数据库是我国唯一存储

遥感元数据和快视浏览图像的数据库。 数据库中存
储着我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至今为止接收并处理的美

国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７ 卫星、法国 ＳＰＯＴ １／２／４／５ 卫星、加拿
大 ＲＡＤＡＲＳＡＴ １、欧空局 ＥＲＳ １／２ 以及 ＥＮＶＩＳＡＴ 卫
星、印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ｔ（ ＩＲＳ Ｐ６）卫星等对地资源观测
卫星的快视数据。 目前，数据库中现有数据总量在
１３０ ＧＢ 左右，每周更新 ３ 次。 用户可以根据不同应
用需求，按照卫星种类、传感器模式、成像时间、地理
位置等参数通过互联网查询他们所关心的遥感

数据。
遥感卫星图像检索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服务为

我国遥感应用各相关领域实用化、产业化发展，特别
是在农业估产、林业调查、土壤、水文、地质分析、海
洋环境监测、城市土地利用、国土资源调查、多种自
然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4　我国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发展的思考和
展望

4．1　中近期我国对地观测卫星的蓬勃发展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地球观测领域取得

一系列成绩：在数据获取能力方面，成功研制一系列
传感器，发射 ２０ 多颗地球观测卫星，风云、海洋、资
源等 ３ 大民用系列遥感卫星体系基本建成，环境与
灾害卫星星座正在建设中。 气象卫星是我国最早发
展的遥感卫星系统。 １９８８ 年开始发射气象风云系
列卫星，目前在轨运行的风云 ２ －Ｃ 卫星发射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设计工作寿命 ３ 年，可见光波段地面
分辨率 １．２５ ｋｍ，红外 ５ ｋｍ，可每小时获取一次可见
光、红外与水汽云图数据。 风云 ３ 和风云 ４ 卫星也
在规划中。

在资源卫星系列方面，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发射了我
国和巴西合作研制的中巴资源卫星 ０１ 星，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又发射了中巴资源卫星 ０２Ａ 星，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发射了中巴资源卫星 ０２Ｂ 星，目前在轨正常运行。

正在规划发射资源卫星 ０３／０４ 星。 我国数字传输型
遥感卫星发展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

我国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发射了第一颗海洋卫星 ＨＹ
－１Ａ 卫星，结束了我国没有自己海洋卫星的历史，
其运行近 ２ 年获取了大量的海洋水色数据，卫星资
料已经在海洋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海洋 １ 号 Ｂ 卫星发射。 海洋 １ 号 Ｂ 卫星
有效载荷为 １０ 波段海洋水色扫描仪，星下点地面分
辨率 １．１ ｋｍ，重访周期水色扫描仪 ３ 天；４ 波段海岸
带成像仪，星下点地面分辨率 ２５０ ｍ，ＣＣＤ 成像仪 ７
天。 该卫星主要用于海洋水色环境要素、海表温度、
海洋污染物和近海海岸带环境探测，其数据产品将
广泛应用于海洋资源开发和管理、海洋环境监测、海
洋灾害监测和海洋科学研究等领域。

目前，我国正在研制灾害与环境监测预报卫星
星座系统（初期为 ２ ＋１ 颗小卫星），首颗卫星将于
２００８ 年发射。 ２ 颗卫星搭载光学载荷，每颗光学星
上各有 ２ 台 ４ 谱段宽视场 ＣＣＤ 相机，３０ ｍ 分辨率，
７２０ ｋｍ 幅宽；一颗星上有 １２８ 谱段高光谱成像仪，
像元分辨率 １００ ｍ，幅宽 ５０ ｋｍ，光谱分辨率 ５ ｎｍ；
另一颗星上有多谱段红外扫描仪，中近红外和远红
外分辨率分别为 １５０ ｍ 和 ３００ ｍ，幅宽 ７２０ ｋｍ。 还
有一颗 ＳＡＲ 星，单波段，分辨率 ２０ ｍ，幅宽 １００ ｋｍ。
在商业化高性能微小卫星方面，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我国
发射成功北京 １ 号微小卫星。 星上搭载分辨率为
４ ｍ、幅宽 ２４ ｋｍ 的全色相机和分辨率 ３２ ｍ、幅宽为
６００ ｋｍ 的多光谱 ＣＣＤ 相机。

这些卫星系统发射与运行服务，极大地增强了
我国对地观测的能力，并获取了海量的遥感数据，进
而为遥感数据共享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同时，
这些系统数据的充分利用也是评估系统作用的主要

指标之一。 我国在今后的 １５ ～２０ 年内，将要发射一
批遥感卫星，形成多个业务化的运行系统。 如何将
这些海量的遥感数据以最低的成本、最即时的响应
和便捷的方式，提供给所需要的用户或应用部门，也
是我国各行各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因此，加强遥感
数据集成与共享服务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4．2　对我国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的思考

我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并且正面临
着严重的生态与环境危机。 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遥
感数据，挖掘其中的潜力，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资源
与环境问题将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发挥对地观测技术投资的社会效益。 根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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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观测技术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对我国进一步
开展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宏观

建议。
４．２．１　建立国家层次的遥感科学数据共享协调管
理机制

我国遥感数据主要来源于自主获取的卫星遥感

与航空遥感数据和购买的国外卫星数据两类，而这
些数据的使用和共享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多单位，
数据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也相当复杂，且全社会的需
求越来越多。 因此，对于国际遥感数据的共享，通过
国家的宏观调控、调整、引导和管理遥感科学数据的
共享利用的方法和规则，研究和建立由政府统一采
购、统一处理、数据完全共享的协调管理机制，这样
不仅解决数据重复采购问题，而且提高了数据处理
水平和深化应用的水平；对于自主遥感数据，应实施
政府引导下的数据采集、加工服务体系，建立包含多
个网络节点、由高速宽带网连接的共享网格平
台

［８，９］ ，推进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产业化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４．２．２　加强遥感数据综合处理和深加工技术研究
与系统建设

针对未来多平台、多源、多系统的遥感数据特
征，深入开展多源、长序列遥感数据的综合处理技术
和产品加工技术，制定标准化的遥感数据产品加工
标准体系，开发面向应用产品的遥感数据集成加工
的技术软件，建立高效的遥感数据产品加工系统。
４．２．３　建立遥感科学数据共享的安全机制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提

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但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共
享安全机制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特别是要研究平台
实体安全、运行安全、物理隔离技术、防火墙技术、加
密技术、入侵检测技术、反病毒技术在共享平台中的

运用方法；研究通过对数据采集、录入、存储、加工，
传递等数据流动的各个环节的安全保障方法，严格
有效地制约用户对计算机的非法访问，防范非法用
户的侵入；研究同时保障数据保密与数据共享技术
方法和运行机制，研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条件下数
据共享效益最大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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