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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引发火灾                            造成秸秆资源浪费 

      引发交通事故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  

 

 1、秸秆焚烧的危害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势必导致农作物秸秆产量增加，焚烧时产

生的烟雾不仅会造成大气环境质量的显著下降，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身体健

康，还可能干扰地面交通和航班的正常运营，引发交通事故，降低运输效率

，同时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因而，秸秆焚烧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

题。 

 

 

新华网哈尔滨11月11日 

        东北地区焚烧秸秆现象非常严重，秋
冬季节是我国东北地区雾霾高发期，去
年11月份由于秸秆焚烧，东北地区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相继有10个城市的
AQI（空气质量指数）达到最高值500，
其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和大庆
市等3个城市AQI达到500的持续时长分
别为14小时、23小时和24小时 
        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黑龙江省
2016年秸秆焚烧火点监测数量全国居首 



2、 卫星遥感监测秸秆焚烧 
1. 卫星数据 

以往用于监测的卫星资料主要包括： 

    —极轨气象卫星 FY-3系列、EOS/MODIS、NOAA 

    —高空间分辨率的陆地卫星资料，包括环境减灾星、高分系列卫星等 

2.   存在问题 

秸秆焚烧监测过程中，因作物焚烧后翻耕速度快，对卫星的观测频次要求较

高，且下垫面情况复杂，所以对卫星的空间分辨率也有着较高的要求。 

3.    Himawari-8 静止气象卫星秸秆焚烧监测中的相对优势 

Himawari-8作为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以其高时空分辨率特点,为连续动态监测

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通过监测可实时提供作物秸秆焚烧的相关数据

信息。 



  

 

             

葵花-8（Himawari-8）是日本气象厅（JMA）的第
二代静止气象卫星， 2014年10月发射成功，计划
于2015年7月投入正式业务运行,定位于东经140度，
设计寿命15年 

全圆盘（观测频次10分钟） 

通道
序列 

中心波
长（um） 

分辨率 

（km） 

主要用途 

1 0.46   

1 

 

海洋水色、浮游植物、大
气环境等 

2 0.51 

3 0.64 0.5 陆地、云等 

4 0.86 1 海洋水色、浮游植物等 

5 1.6  

 

 

 

 

 

 

 2 

陆地、云、积雪 

6 2.3 云 

7 3.9 地球表面和云顶温度 

8 6.2 卷云和水汽 

9 7.0  

海洋水色、浮游植物等 10 7.3 

11 8.6 

12 9.6 大气水汽 

13 10.4  

地球表面和云顶温度 14 11.2 

15 12.3 

16 13.3 云顶高度 



定 
位 



      随着地面像元温度的不断增加，对应像元的辐射能量也相应增加，表现为
热红外通道的亮温异常高。当物体从300K常温增高到500K以上高温时，3.9um

通道辐射量增高数百倍。 

（1）红外通道辐射能量增加 

火点监测原理 



         黑体温度T和辐射峰值波长λmax成反比，即温度愈高，辐射峰值波长愈小，常温
（约300K）地表辐射峰值波长在通道11um波长范围左右，火点燃烧温度一般在500K以
上，其热辐射峰值波长靠近通道4um波长范围，过火过程中，4um热辐射增量是11um增
量的几十倍。 

（2）不同红外通道辐射能量增加差异明显 

火情算法原理（续） 



 
2015年6月13日秸秆焚烧过火监测 

红、绿、蓝三通道合成图 

烧秸秆产生的烟 

火点 



2015年6月13日 

极轨卫星人机交互火点判识 
（2015年6月13日） 

           Himawari-8火点判识 
（2015年6月13日15时，北京时间） 

2015年6月13日秸秆焚烧过火监测 



3、秸秆焚烧监测及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3.1 静止气象卫星秸秆焚烧监测结果分析 

3.2 秸秆焚烧与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影响分析 



利用Himawari-8静止气象卫星数据，综合分

析了2016年10月26日~31日，为了精确分析

秸秆焚烧对佳木斯市AQI指数的影响，考虑

到当地风向为西北风，着重选取了佳木斯市

区周边及偏西和偏北方向的秸秆焚烧，双鸭

山和七台河市虽然秸秆焚烧也较严重，但由

于该地区位于佳木斯下风口，因此不作为重

点研究的区域。通过卫星监测得到该研究区

秸秆焚烧的空间分布，本次秸秆焚烧主要发

生在黑河市、齐齐哈尔、绥化市、佳木斯市

、双鸭山、七台河等市及周边地区，总面积

为5386公顷，几乎覆盖了该区除伊春外的所

有地区。从监测结果看，2016年，黑龙江省

的秸秆焚烧相当严重。 

2016年10月26日~31日秸秆焚烧空间分布合成图 

3.1 静止气象卫星秸秆焚烧监测结果分析 



2016年10月26日                  2016年10月27日                  2016年10月28日  

白天 

夜晚 



2016年10月29日 2016年10月30日 2016年10月31日 

白天 

夜晚 



        秸秆焚烧昼夜分析：2016年10月26日至31日，每天白天时段

的监测结果和夜间时段的监测结果，从图上可以看到，白天时间段

的秸秆焚烧最为集中，焚烧范围分布广，面积大，而夜间则相对较

少，除了部分零星点，其余均未监测到秸秆焚烧。 

        秸秆焚烧不同时间段分析，2016年10月26日至31日，秸秆焚

烧过火面积分别为851、809、876、983、482和433公顷，单日

内，秸秆焚烧比较严重的时间段分布在9：00~18:00，占每天总过

火面积比例分别为77%、99%、96%、98%、98%和99%，最大

值每天均在13:00-14:00。 

         该分析结果表明，该时间段内监测到的火点频繁程度和人类

活动时间基本一致，间接印证了该区域监测到的火点来源于秸秆焚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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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公顷） AQI 

 秸秆焚烧面积与AQI指数变化 

        通过分析每天及各时段的秸秆焚烧情况，结合相同时间段内的佳木斯市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结果显
示，AQI峰值出现的时间均在每天的20:00~22:00之间。AQI的峰值和秸秆焚烧的峰值出现时刻不一
致，滞后秸秆焚烧最频繁时间段，并呈周期变化，即在秸秆最大面积焚烧的6、7个小时后，佳木斯市内
的AQI值达到峰值 

3.2 秸秆焚烧与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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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公顷） 风速 

秸秆焚烧面积与风速变化 

        结合风速信息，秸秆焚烧面积与风速变化基本一致，秸秆焚烧面积最大值和风速最大值出现时
刻基本保持一致，即风速越大，越有利于秸秆焚烧，焚烧面积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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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 风速 

风速与AQI指数变化 

        分析AQI指数与风速变化，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在风速高值区，AQI为低值（黑圈
内），风速低值区，AQI为高值，说明风速对AQI指数变化也有直接的影响，风速较大时有利
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反之亦然。 



·             综合上述三图分析，说明了秸秆焚烧和气象条件（风

速）对AQI有着直接的影响，风速有利于秸秆焚烧，并促

使污染物的转移，转移时间造成秸秆焚烧最大时间和AQI

峰值时间存在时间差；当风速降低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使当前的AQI处于高值。通过分析相同时间段内的卫星

遥感秸秆焚烧面积、气象条件和AQI数据，该时间段内，

秸秆焚烧是佳木斯地区AQI升高的直接污染源，气象条件

为污染物转移和扩散的驱动力，即秸秆焚烧和气象条件共

同影响佳木斯地区的空气质量。 



5 总结与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材料及结果，说明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针对变

化较快的环境事件具有较强的应用潜力。卫星资料的高观测频次能

有效应用到秸秆焚烧的监测中。利用静止气象卫星分钟级观测结果

，结合气象要素及空气质量指数等相关环保参数，可精细化地分析

秸秆焚烧污染物排放的扩散和转移以及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随着风云四号卫星的发射，静止卫星将在秸秆焚烧监测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针对秸秆焚烧屡禁不止的现象，希望有关部门通过强化宣传教

育，推进秸秆焚烧综合利用等方式来杜绝秸秆焚烧所产生的危害。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