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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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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国内外遥感数据共享现状综合分析比较的基础上，针对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海量性、多源
性、异构性、应用复杂性等特点，提出相应的数据产品共享标准规范、共享平台和共享政策，为环境一号卫星
数据产品的高效、广泛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加强环境一号卫星
数据产品的公益性服务和国际市场服务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标准规范；共享平台；共享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ＴＮ９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１７４２（２０１１）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７

1　前言
遥感数据是遥感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正在成为

遥感研究的驱动力，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地
观测技术与科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遥感数据资
源极大丰富且广泛应用于国家的各个领域，并在政
府科学决策与管理、全球与重点地区环境监测、土地
利用变化监测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 ２］ 。 随
着数据资料的极大丰富，遥感数据的管理和共享问
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通过数据共享，不仅能够最
大限度地发挥数据的价值，而且还能避免重复投入，
为国家节省开支

［ ３］ 。 所以，有效管理和共享遥感卫
星数据，以支持空间分析和决策是遥感领域目前一
项迫切的任务

［ ４］ 。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是为加强我国环境保护

和抗灾减灾能力，实现环境和灾害全天时、全天候、
大范围的动态监测服务的。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国家确定
了“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建设分步实
施战略。 第一步战略是在“十五”期间先期发射两
颗光学小卫星和一颗合成孔径雷达小卫星（ＨＪ-１Ａ、
ＨＪ-１Ｂ、ＨＪ-１Ｃ）组成的 “２ ＋１”星座，简称 “环境一
号”（代号 ＨＪ-１），初步形成对我国灾害和环境进行

监测的能力。 第二步战略是在“十一五”期间，采用
资源共享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依托“十五”
期间将建立的“２ ＋１”星座，完成由 ４ 颗光学小卫星
和 ４ 颗雷达小卫星组成的“４ ＋４”小卫星星座，实现
对环境的全天时、全天候监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ＨＪ-１Ａ／
Ｂ 星成功发射，经过半年的在轨测试运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正式交付投入使用。 ＨＪ-１Ａ／Ｂ 两颗光学卫星
以及计划 ２０１１ 年发射的雷达小卫星 ＨＪ-１Ｃ 综合运
用可见光、红外与微波遥感等观测手段，为我国进行
大范围、全天候、全天时、动态的环境和灾害监测与
评价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数据集。
2　国内外遥感数据共享现状

遥感数据已日渐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和社会

经济生活的重要数据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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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欧
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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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遥感
数据共享特点是：建立国家级的遥感数据综合处理
中心，实现多星多类型综合地面数据处理、归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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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服务；统筹建设和综合利用遥感卫星及其地面
接收处理系统，促进遥感卫星基础设施的充分共享
和高效利用；建立数据共享体制和机制，促进共享与
综合服务

［７］ 。 在美国，ＥＯＳ（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对地观测系统）进行了机构整合，不仅处理、存储管
理和分发服务陆地资源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的数据，而且
将所有后续对地观测卫星数据的处理、存储和分发
服务一并整合到 ＥＯＳ 系统中［ ８］ 。 欧盟各国则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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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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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发射了 ２０ 多颗地球
观测卫星，由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三大民
用卫星系列组成的对地观测体系初步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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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海量遥感数据的管理
问题和不断增加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对卫星

数据的需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同有关部门
进行遥感数据集成与共享政策和措施的研究和试

验，并成功建立了几个国家级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和
服务系统，初步形成了遥感信息接收处理分发体
系

［９］ ，包括 ＤＶＢ-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基
于卫星的数字视频广播）卫星数据共享系统、风云
卫星数据存档与服务系统、中巴资源卫星数据共享
服务系统、海洋卫星应用系统和中国科学院对地观
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存档卫星遥感数据目录服务

系统等。 其中，ＤＶＢ-Ｓ 卫星数据共享系统基于 ＥＯＳ-
ＭＯＤＩＳ（对地观测系统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数
据集成与共享平台，采用先进的基于通信卫星的数
字视频广播 ＤＶＢ-Ｓ技术、准实时分发接收的风云系
列、ＮＯＡ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系列和 ＥＯＳ
系列等卫星资料和产品，全方位满足政府、教育、科
研院所与商业等部门和个人的数据需求

［１０］ 。 在
ＭＯＤＩＳ 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国家卫星气象应用中心
构建了风云卫星数据存档与服务系统，不仅发布风
云系列卫星的数据和产品，还发布包括目前欧洲、美
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轨运行的 １３ 颗气象卫星以
及自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以来所有历史存档的气象卫星数

据资料。 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起，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０２ 星数据实行国内用户免费网上分发政策，开拓了
我国国产卫星数据免费共享的先河，降低了卫星数
据应用的门槛，扩大了卫星数据应用领域。 为了推
动国产卫星数据应用，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０２Ｂ 星开
始试行主用户机制，国土资源部作为 ０２Ｂ 星的唯一
主用户，在主用户应用机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
积累了一部分经验

［ １１］ ，主用户机制的实施确实调动
了应用国产数据的积极性，促进了国产数据业务化
应用

［ １２］ 。
环境一号卫星是我国继气象、海洋、资源卫星系

列之后发射的又一新型的民用卫星系统，具有中空
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宽观测幅
宽性能，可对我国环境变化实施大范围、全天候、全
天时的动态监测。 该卫星获取的数据是环境和灾害
监测、管理与研究的重要支撑，其数据共享政策与技
术是该数据高效使用的前提与基础。
3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特点分析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机制研究的前提是

必须充分考虑到卫星遥感数据的基本属性特点，同
时也要充分考虑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采集、管理
和使用的特点。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基本特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数据获取来看，环境一号卫星数据来自多
种传感器，而传感器搭载的平台也不一样。 目前发
射的 ＨＪ-１Ａ 光学有效载荷为 ２ 台宽覆盖多光谱可见
光相机（ＣＣＤ 相机）和 １ 台高光谱成像仪，ＨＪ-１Ｂ 光
学有效载荷为 ２ 台 ＣＣＤ 相机和 １ 台红外多光谱相
机。 由于传感器和卫星平台的不同组合，造成了卫
星遥感数据时空采样方案的复杂多样，对地表观测
的涵盖范围和详细程度不同，同时各类数据产品记
录与存储数据的格式不尽相同。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
光谱波段、星下点分辨率及幅宽如表 １ 所示。 此外，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量非常大，每天接收的数据量高
达 ３８０ ＧＢ，解压后近 １ ＴＢ，在此基础上处理生成各
级数据产品，数据产品存储呈现海量式增长。 总之，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具有多源性、多尺度、海量性
和异构性特点，给卫星遥感数据的管理、共享和应用
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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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基本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HJ-1 remote sensing imagery

传感器名称 搭载卫星 　　　　　　　　　谱段划分 星下点分辨率 幅宽／ｋｍ 重访周期／ｄ

ＣＣＤ 相机 ＨＪ-１ Ａ ／Ｂ ４ 个谱段，蓝、绿、红、近红外（μｍ） ：０．４３ ～０．５２； ０．５２ ～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９０ 　　３０ ｍ ＞３６０ ４

高光谱成像仪 ＨＪ-１ Ａ 可见光、近红外：０．４５９ ～０．９５６ μｍ；共 １１５ 个谱段，平均
光谱分辨率 ４ ｎｍ 　　１００ ｍ ５１ ４ （通过侧摆）

红外多光谱相机 ＨＪ-１ Ｂ ４ 个谱段，近／短波／中波／长波红外 （μｍ） ：０．７５ ～１．１０；
１．５５ ～１．７５； ３．５０ ～３．９０； １０．５ ～１２．５

近／短 波／中 波 红 外
１５０ ｍ， 长 波 红 外

３００ ｍ
＞７２０ ４

　　２）从数据的生产和分发来说，不同级别数据产
品的内容、质量以及附加信息都有很大的区别，不同
类型的用户因为任务层次的不同对卫星遥感数据的

要求差别很大，他们所关心的数据产品级别会有很
大的区别。 因此，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要注
意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

３）从数据应用的角度来说，环境一号卫星数据
具有很好的宽观测幅宽特性与高时间分辨率。
ＨＪ-１Ａ／Ｂ星各自搭载了两台 ＣＣＤ 相机，两个单景的
ＣＣＤ 影像拼接后，可覆盖地面宽度超过 ７００ ｋｍ 的
空间范围，同时 ＨＪ-１Ｂ 搭载的红外相机幅宽大于
７２０ ｋｍ，具有很好的宏观特性。 ＨＪ-１Ａ／Ｂ 两颗卫星
处在同一个轨道面上，相位差 １８０ °，两星协同，可实
现 ２ ｄ 的重访周期，２ ～３ ｄ 即可获得基本覆盖全国
陆地范围的 ＣＣＤ 数据。 因此，环境一号卫星具有较
强的动态观测能力，同时这也对其数据产品自动化
处理与分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机制

要实现遥感数据的共享，必须首先解决与卫星
遥感数据共享密切相关的数据标准规范制定、共享
平台设计和共享政策制定等问题。 数据产品是共享
的基础，标准规范则是实现共享的技术保障，共享平
台是数据共享的技术支持，数据共享政策对数据共
享具有指导和调控作用。 数据、标准规范、共享平台
和数据共享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 １ 所示。
4．1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共享政策研究

数据共享政策是实现数据共享持续发展的政策

保证。 从政策结构看，数据共享政策包括宏观政策
和微观政策两个层面。 在宏观政策方面，政府在卫
星遥感数据管理与共享方面应起主导作用，促进全
社会对数据的获取、共享和广泛应用，主要解决的问
题包括国家级数据共享体系的统筹规划、数据共享
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国家级数据中心和数

图 1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共享与标准规范、
共享平台和共享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of HJ-1 data sharing
with standard regulations， data sharing

platform and data sharing policy

据共享网的投资与建设以及数据质量和标准的统一

与制定等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防科
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枟关于促进卫星应
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枠 （发改高技 ［２００７］ ３０５７
号）中明确指出“着力建立业务化、一体化的自主遥
感卫星应用和服务体系，促进我国遥感卫星数据的
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这为卫星遥感数据共享提
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我国正在谋划建立国家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快国家级对
地观测遥感数据标准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全面推
动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加强卫星遥
感服务与应用体系建设，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
享，拓宽对地观测的应用范围，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
化应用体系；进一步研究主用户机制，加强卫星遥感
数据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气象、海洋、环
境、减灾、测绘等重要行业的应用。

在微观政策方面，环境一号卫星虽然已经正式
交付用户使用，但是尚未形成比较完整和明确的数
据共享政策，这制约了环境一号卫星数据的共享，亟
需尽快研究制定相关共享政策。 卫星数据共享政策
主要涉及卫星运行管理、数据管理、各用户的权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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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以及工作组织形式等。 为了促进环境一号卫星
数据产品在环保系统中的应用，环境一号卫星交付
后，环境保护部组织编写了枟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
小卫星星座数据产品分发管理办法（暂行）枠，对环
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的分级与分类及格式、服务对
象、分发方式、使用权责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规定，
明确了环境一号卫星 ２ 级数据产品对国内用户免费
使用的原则，为卫星数据共享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积
累了经验。

环境一号卫星系统的建设采取了业主制，环境
保护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为卫星业主单位，共同负
责卫星运行管理与应用系统建设，这是我国第一次
实现业主负责制的卫星。 两大业主全面参与了环境
一号卫星系统工程的论证、建设、在轨测试和应用研
究工作，业主的应用需求在环境一号卫星系统的研
制、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重视和体现。

业主制是对卫星主用户机制的一种提升，它的
实施加强了卫星工程与应用需求的对接，在促进卫
星数据业务化应用和提高卫星服务保障方面起到了

积极作用。 同时，业主制也给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共

享政策的制定带来了难题，主要有业主权责的体现
与保障问题、业主间以及业主与地面接收处理系统
间的协调、权责界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环境一号卫
星数据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要给予高度重视，为
业主制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4．2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鉴于环境一号卫星数据的多源性和复杂性，卫
星遥感数据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对于数据产品共
享至关重要。 文章以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
基础，充分考虑环境一号卫星数据的基本属性以及
产品采集、管理和使用的特点，系统地研究了环境一
号卫星的数据资源存储管理、数据产品生产、数据共
享交换与系统开发等过程，初步形成了环境一号卫
星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包括基础数据标准规范、数据
产品生产标准规范、产品分发与信息服务规范、数据
管理规范和应用系统建设规范等方面（见图 ２），这
５ 类标准相辅相成，为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的统
一、安全、高效的管理与应用及共享提供了必要和科
学的技术保障。

图 2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Fig．2　Standard regulation system of HJ-1 data

　　其中， 元数据作为实现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
的管理、应用、分发及共享的一个基本前提，在研究
中给予了充分重视。 目前对于地理空间数据的元数
据标准已经制定，并形成了我国的地理信息国家标

准，而关于遥感数据方面的元数据标准则处于研究
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１３］ 。 文章遵循地理信
息国家标准，同时参考了国土资源、地质部门等国内
相关行业元数据标准，结合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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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和应用特点，简化了原标准中过于冗杂繁
复的部分，提出了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元数据标
准。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元数据由元数据信息
包、标识信息包、数据质量信息包、空间参照系统信
息包、内容信息包、分发信息包以及引用和负责单位
联系信息包组成，同时针对不同的数据产品类型定
义相应元数据的关键元数据项，以数据库视图形式
分别表征，为卫星遥感数据产品的共享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我国卫星遥感应用所需数据长期以来以提供原

始数据为主，基本上是 １ 级或 ２ 级产品，需要用户自
行加工和进一步处理方可应用。 这不仅造成重复性
工作，而且造成较大浪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是我国没有遥感数据产品标准

［ １４］ ，因而制约了卫星
遥感数据产品的共享。 鉴于此，环境一号卫星数据

产品生产标准规范作为数据产品共享另一个重要环

节得到了充分关注。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标准规
范研究主要针对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在环境质量遥感

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潜力，将生态环境质量分解为
不同的指标，通过国内外文献检索和预研究，筛选可
遥感的环境质量指标，并最终将每个可遥感的环境
质量指标落实到数据产品，形成环境一号卫星数据
产品体系。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分为 ３ 个大类 ７
个级别（见表 ２），包括基本数据产品（１ ～５ 级数据
产品）、专题数据产品和应用数据产品。 确立了每
类数据产品的定义规范和生产规程，明确了各种数
据产品的内容、指标、监测周期、数据格式和精度要
求等，并制作相关数据产品模板，为我国卫星遥感数
据产品标准研究提供了经验。

表 2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及产品定义表
Table 2　List of HJ-1 data and products

产品级别 产品名称 产品基本说明

１ 级 系统辐射校正产品 基于原始数据，进行谱段间的配准校正和系统辐射校正后的产品
２ 级 系统几何校正产品 基于 １ 级产品，经系统几何校正后的产品
３ 级 几何精校正产品 基于 ２ 级产品，利用卫星精轨数据和地面控制点，对图像进行几何精校正后的产品
４ 级 正射校正产品 基于 ３ 级产品，利用卫星精轨数据、地面控制点和地面高程模型进行几何精校正后的产品
５ 级 图像加工数据产品 基于 ３ 级产品，利用常用的图像处理方法（镶嵌 、融合、滤波、锐化等）对图像进行处理后的产品

６ 级 专题数据产品
根据地表水、大气和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需求，在对 ３ ～５ 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生成的环境
监测指标和参数产品

７ 级 应用数据产品
根据地表水、大气和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评价的需求，在对 ３ ～６ 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生成的各类
环境遥感监测与综合分析评价应用产品

4．3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平台研究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平台是与用户之间

进行信息交互与服务的门户，也是实现卫星数据产品
共享和数据增值应用的基础。 为了尽快实现环境一
号卫星数据产品的管理和共享，设计开发了共享平台
原型系统，同时也为下一步综合服务共享平台的总体
设计与开发积累经验。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
平台原型系统的研究与设计以共享政策和标准规范

为指导，基于 Ｂ／Ｓ 模式和 ＷｅｂＧＩＳ 构建，采用ＪａｖａＥＥ
多层结构

［１５］
的平台化策略将整个系统分为 ４ 层，主

要包括数据层、业务层、Ｗｅｂ 服务层和表现层等
（见图 ３），开发框架采用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 开源框架和
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９．３ 应用程序开发框架（ＡＤＦ）。 基于
ＪａｖａＥＥ 的 ４层结构支持跨平台应用［１６］ ，支持各种操
作系统和数据库，方便对平台的扩展、升级、维护。

图 3　共享平台原型系统体系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HJ-1 data sharing

prototyp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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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层是用户与共享平台进行交互的界面层，
主要通过外网门户网站实现用户交互和产品展示。
Ｗｅｂ 服务层是共享平台的关键层，负责接收和初步
处理表现层功能请求、服务请求，发送给业务层，并
接收随后的处理反馈，动态生成 Ｗｅｂ 页面。 Ｗｅｂ 层
由 Ｓｅｒｖｌｅｔ和 Ｊａｖａ Ｓｅｒｖｅｒ Ｐａｇｅ（ ＪＳＰ）程序组成，封装
在 Ｗｅｂ 容器中。 业务层实现与 Ｗｅｂ 层的交互，处
理 Ｗｅｂ 层的数据处理请求，是共享平台的核心层。
其中所有的业务逻辑分为 ＧＩＳ业务逻辑和非 ＧＩＳ 业
务逻辑两类，ＧＩＳ 业务逻辑是由 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 实现，
数据访问通过 ＡｒｃＳＤＥ 实现；非 ＧＩＳ 业务逻辑采用
Ｓｐｒｉｎｇ封装业务逻辑处理，通过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３．０ 实现
对数据资源的管理和操作，采用 Ｔｏｍｃａｔ ５．５ 作为
Ｗｅｂ 应用服务器，它与 Ｓｐｒｉｎｇ 协作、容纳和执行
Ｗｅｂ 应用程序。

数据层是整个共享平台的基础，采用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０ｇ
＋ＡｒｃＧＩ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９．３ 的基本技术构架来实现卫星数
据产品的存储和管理。 针对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
多源性、海量性和繁杂性特点，采用改进的影像数据
文件管理方式，信息结构为“影像数据文件 ＋影像
压缩空间结构 ＋元数据”。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
在归档之前首先进行压缩生成压缩副本，然后通过
ＡｒｃＳＤＥ 对压缩副本进行数据库空间化，生成影像压
缩空间结构。 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入库时间与存储
开销， 而且能够支持海量影像数据的快速调用、显
示和进行复杂的空间检索运算。 现在阶段影像压缩
空间结构主要基于快视图进行数据库空间化，显示
效果有所损失，需要进一步研究寻找最佳压缩比例
和方法。

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安全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在
网络中的各个环节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保证

数据共享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为了保证数
据安全，实行内外网隔离、用户认证和分级存储机
制：数据产品在内网存储，外网数据库主要存储元数
据，通过网闸实现数据交换与同步；数据产品通过在
线、近线、离线分级存储方式和同城异地备份等机制
进行存储和备份管理；用户管理主要通过单点登陆
和身份认证实现对用户进行统一管理和分级授权。
同时综合利用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安全评估
技术、防病毒技术等，建立完整的、立体的、多层次的
系统安全防御体系，有效防止各类安全风险。

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平台原型系统提供

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目录服务、数据服务、用户服务

以及发布服务。 目录服务以元数据为核心提供服
务，包括目录分类列表和基于元数据的目录搜索。
数据服务是在目录服务基础上提供数据内容服务，
包括数据产品的在线浏览、查询、定制和下载。 用户
服务主要包括用户服务指南、注册与登陆服务、用户
反馈服务以及导航服务等。 发布服务主要是按照一
定的体系结构通过Ｗｅｂ与ＷｅｂＧＩＳ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数据产品的二维和三维在线发布。
5　结语

环境一号卫星具有较强的动态观测能力，为我
国进行环境和灾害监测与评价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数

据集。 文章从数据、标准规范、共享平台和数据政策
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得到以下结论：

１）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具有多源性、海量
性、异构性和应用复杂性等特点，这对实现数据产品
的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针对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属性和应用特
点，初步形成了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标准规范体
系，涵盖了基础数据标准规范、数据产品生产标准规
范、产品分发与信息服务规范、数据管理规范和应用
系统建设规范等方面，为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
享提供了必要的和科学的技术保障。

３）环境一号卫星业主制的实施加强了应用与
卫星工程的对接，在促进卫星数据业务化应用和提
高卫星服务保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亟需研究制
定相关政策，形成比较完整和明确的数据共享政策，
保障业主制的健康运行，促进环境一号卫星的国内
和国际应用。

４）基于网络存储体系结构和环境一号卫星数
据产品库设计，设计实现了共享平台原型系统。 通
过建立共享服务门户网站，以在线的方式发布和提
供数据产品服务，用户仅利用 Ｗｅｂ 浏览器就可以完
成数据的检索、浏览、订购、定制和下载。

通过对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所涉及的数

据、标准规范、共享平台和数据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
的研究，初步建立了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共享机
制，促进了环境一号卫星数据产品的共享和应用。
随着环境一号卫星的稳定运行，数据产品数量和种
类将会大量增加，用户数量和应用也会随之增多，需
要对数据产品共享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
究，制定卫星数据政策，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和数据产
品服务体系，对共享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构建卫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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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品综合服务平台，拓展数据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增强数据服务分发能力，达到使用户更便捷地定制
和获取产品的最终目标，并进一步满足用户的多样
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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