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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发射时间 卫星名称 传感器 幅宽 重访时间 

2013.04.26 GF-1 2m全色/8m多光谱 

16m宽幅多光谱 

(8米)60km 41天 

(16米)800km  (4台相
机组合) 4天 

2014.12.07 GF-2 1m全色/4m多光谱 45km 69天 

2015.12.29 GF-4 50m地球同步轨道凝视相机 400km 分钟级 

计划2016 

GF-3 1m C-SAR合成孔径雷达     

GF-5 

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 

全谱段光谱成像仪 

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振探测仪 

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 

大气主要温室气体监测仪 

大气环境红外甚高分辨率探测仪 

    

计划2016 GF-6 
2m全色 

8m多光谱 

16m宽幅多光谱 

    

计划2018 GF-7 高空间立体测绘     

高分卫星发射计划 



《报告》指出，我国高分专项实施6年来已发射了高分一号高分宽幅、高分

二号亚米全色、高分三号1米雷达、高分四号同步凝视等多颗卫星，数据源

不断丰富，迄今为止，涵盖不同空间分辨率、不同覆盖宽度、不同谱段、

不同重访周期的高分数据体系基本形成，与其他民用卫星遥感数据相配合，

为高分遥感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被称为“天眼工程”“创新工程”“应用工程”的高分专项，全名是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是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此外，高分五号高光谱卫星计划于今年９月下旬发射。 

作为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将打破以往的行业壁

垒，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多部委参与，避免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带来的浪
费和数据来源的不一致性。 



卫星中心实现向省用户实时推送，快速查询（省级） 

云平台 



上海局高分资料的服务 

产品类型 更新频次 

高分(GF)卫星资料-
陆表 

不定时，当仪器扫描到上海周边时
下发相应的图像数据 

高分(GF)卫星资料-
台风 

同上，有台风影响时应用部门根据
需求可提前3小时申请订制式扫描 

高分(GF)卫星资料-
强对流 

同上，有强对流灾害发生时应用部
门根据需求可提前3小时申请订制
式扫描 



工作背景 

项目来源：中国气象局省级气象科研所科技创新发展计划任务 

 
任务名称：上海城市观测站环境元数据调查和城市地表属性数据库建设 

起止时间：2016年1月1日 - 2016年12月31日 

城市地区自动站所处观测环境常达不到《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要求，观测资料反映了天
气过程、局地环境、仪器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结合观测资料获得的地点、
时间、环境、手段、记录和传输存储方式等信息进行分析，才能获得科学合理的结论。元
数据正是记录上述信息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与观测资料相当。 



上海崇明 

上海徐家汇 

上海观测站周边环境 



本项目的调查范围(9个气象站+1铁塔) 



专题图 

50米 1000米 



成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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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处东经120°52′至122°12′（东西长约144公里）北纬30°40′至31°53′之间（南北长约134km） 

卫星种类 TM8 HJ1/2 GF-1 中巴资源（CBERS-02） 

分辨率（米） 30 30 16 19.5 

幅宽（公里） 185 360/700 800 113 

重访周期（天） 16 2 4 26 

红 0.630–0.680 0.63-0.69 0.63-0.69 0.63-0.69 

绿 0.525–0.600 0.52-0.60 0.52-0.59 0.52-0.59 

蓝 0.450–0.515 0.43-0.52 0.45-0.52 0.45-0.52 

常用中高分辨率陆地卫星参数比较 

2.1 高分-1号与其他数据特点比较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0468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0468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04682


2.2 研究区数据获取 

2016-11-11 11:09:16 

时间: 

通道组合： 

4-3-2（红-绿-兰） 

2-4-3（红-绿-兰） 

12000w *13400h 



2.2 数据几何精度评价： 

通过和中国国界矢量图叠加显示发现，海陆边界定位精度较准确 



通过和1:25万河流矢量图套合发现，高分-1号图像几何初定位能够满足应用需求，也可根据实际应用进行几何精纠正 

2.2 数据几何精度评价： 



2.2 数据几何精度评价： 



2.3 高分数据监测能力评价 

Landsat tm 8(30米） 2016年07月20日  GF-1(16米)  2016年11月11日  



2.4 元数据调查遥分类体系 

◎  遥感分类识别类型： 

• 道路 

• 绿地 

• 水体 

• 建筑物 

• 不透水地面（主要除前几类

以外的地类，这里主要包括

水泥地面和裸地） 



2.5 eCognition 支持下的分类实现  

Objec-based面向地理对象的影像分析技术，模仿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认
知过程，将一个面状物体Object作为认知的基本单位，而这种面状物体在影像中
是由一系列的像素组成的，这也是它区别于传统的基于像素分类的地方。 

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地物的表面纹理、内部结构、形状面积和空间关系
（隶属关系、邻近关系、空间分布规律等）。 

像   元 移动窗 面向对象 



2.5 eCognition 支持下的分类实现  



不同来源卫星资料地表类别识别结果图（左：高分一号；右：TM资料） 

3 分类后处理及结果分析 

地类 高分1号地类百分比(%) 基于TM的地类百分比(%) 

建筑物 23.91561499 66.716692 

绿地 16.92079162 33.2833106 

不透水地面 48.80417288 0 

道路 3.420706333 0 

水体 6.906406674 0 

土地覆盖类型比例 



小结与思考 

1. 更新时效快，资料易获取，特别适合城市化发展较快

的上海城市下垫面本底资料的调查研究； 

2. 空间精度高：在城市区选取适当控制点进行空间配准，

可以满足调查要求的定位精度； 

3. 分辨率高：对元数据调查类别具有很好的辨识度，能

够满足元数据调查的基本要求，理想的结果需辅助其

他测绘资料。 

思考1：土地覆盖类型比例；其他元数据指标：建筑物平均高度、建

筑物高度标准差、建筑物平均宽度、道路平均宽度和地表粗糙度 

思考2：5米以下的精细分辨率资料-GF-2 



资源3号-1(5.8米)  2015年10月18日  

其他高分辨率数据对比 

高分-1(16米)  2016年11月11日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