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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五号’’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
使我国高光谱遥感技术再上新台阶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网站报道，2018年5月9日，北京时间2时28分，我国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高分五号”高光谱卫星。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承担研制卫星红外地平仪(已在入轨初期成功捕

获地球)和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

作为“高分五号”卫星六大主载荷之一，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是国际首台宽谱段覆盖的高光谱相机，对复杂地

物、环境具有突出的识别和分类能力。它可同时获取观测对象的几何、辐射和光谱信息，并以足够高的光谱分辨率、空间

分辨率和辐射分辨率定量获取观测目标的构造和成份等信息，同时获取观测路径上大气等相关信息，实现对陆地表面高

光谱、高空间、高辐射分辨率成像光谱的观测。

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以高光谱方式实现对地优于30 m空间分辨率的连续成像。它具有330个光谱通道，比一

般成像相机多了近百倍；其光谱覆盖可见光至短波红外的2100 nm范围宽度，比一般相机宽了近9倍；特别是同时实

现的60 km高光谱成像幅宽，将极大提高对全球陆地环境生态资源的探测能力。与国际上经典的高光谱相机相比，该载

荷幅宽提高了8倍，光谱数增加近百个，信噪比提升近4倍。与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际上当前发展的高光谱

相机比较，其综合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可保持5年以上的国际领先水平。

上海技物所创新性地提出基于视场倍增远心成像和凸面光栅大平场度低畸变分光的高光谱成像方案。历经10年时

间，突破了小F数大视场低畸变远心成像，大平场度超低畸变精细分光、在轨高精度光谱辐射定标、大规模高帧频红外

焦平面探测器等关键技术，完成了高光谱相机的原型样机、工程样机、鉴定产品、发射产品的研制。相机入轨后，将有力

提升我国在环境、生态、资源、农业、林业等多个领域遥感监测方面的能力，有效服务“美丽中国”建设，使我国高光谱

遥感技术再上新台阶，走在国际前列。

遥感地球所发布首幅全球30 m

分辨率火烧迹地分布图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何国金研究团队经过科技攻关，在国际上首次获

得全球30 m分辨率火烧迹地产品(Global Annual Burned Area Map，GABAM)。

火烧迹地是全球及区域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等研究所需的重要参数之一，卫星遥感技术则为快速获取大区域火烧迹地

空间分布信息提供了有效手段。国际著名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欧洲空间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等已发布各种

基于不同卫星遥感数据获取的全球尺度火烧迹地信息产品，空间分辨率从250 m到1 o不等。其中欧洲空间局于2018

年2月发布的Fire—CCI 5．0火烧迹地产品的空间分辨率为250 m，是此前空间分辨率最高的火烧迹地遥感产品。

Landsat系列卫星数据是目前存档时间最长、使用最广泛的中分辨率卫星数据，为全球火烧迹地信息高精度提取提

供了理想的数据源。然而，传统的火烧迹地信息提取算法主要通过地表覆盖变化检测或者火点信息提取来实现，依赖于

高时间分辨率的卫星数据(AVHRR，MODIS等)。针对Landsat卫星数据开展高精度火烧迹地信息提取研究是目前的

一个热点研究课题，美国地质调查局于2017年发布了覆盖美国本土的Landsat 30 m分辨率火烧迹地产品，并制定了

研发全球30 m分辨率火烧迹地产品的科学计划。

何国金团队长期致力于卫星遥感数据RTU(Ready to Use，即得即用)产品的研发。本次全球30 m分辨率火烧迹

地分布图成果主要是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大尺度全球变化数据产品快速生成方法”的支持下开展。团队经过近两

年的科技攻关，基于Landsat系列卫星数据构建了全球高精度火烧迹地和非火烧迹地样本库，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

析技术成功研发了全球火烧迹地高精度自动化提取算法，最终在国际上首次获得全球30 m分辨率火烧迹地产品。利用

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在全球范围选取精度验证样区(样区的选择兼顾不同地表覆盖类型和火行为分区)进行精度验证。精

度验证结果表明， GABAM 2015产品的总体精度约为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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