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李云鹏 

2018年11月22日 

风云气象卫星 
草原生态监测应用 



一、生态综合观测 

二、灾害遥感监测评估 

三、生态气象监测评估 

四、盟市遥感应用 

汇 报 提 纲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卫星遥感中心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内蒙古数据与应用中心 

承担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针对农、牧、林业和生态建设的气象服务

职能；负责国内外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高分卫星和航空遥感数据的

接收处理和共享；承担气象及衍生灾害的监测预警和精细化评估职能；

承担对盟市旗县的技术指导职能。 

中心职工55人，正研7人，博士10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占75%。 

 

中  心  概  况 



一、生态与农牧业气象综合观测 

       为不断拓展气象服务领域，针对自治区农牧业生产及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需求，自治区气象局组建了全国最大

规模的省级“生态与农牧业综合观测体系” 

地面观测站网（地基） 

航空遥感监测系统（空基） 

卫星遥感监测系统（天基） 

气象卫星 

高分卫星（资源卫星） 

  组成了生态与农牧业气象“三基”立体综合观测体系 



220个土壤水分观测站 

5天一次观测 

1、生态与农业气象地面监测站网 



开展生态与农牧业气象自动化观测试验 

         内蒙古自治区选择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典型荒漠、主
要代表农作物布设17套仪器设备，开展自动观测与人工观测的对比试验
，进行生态农业气象自动化观测试点建设。 



       发挥锡林浩特观象台的示范带动

作用，逐步建立以天基为主、空基

和地基探测多元组成的，一站多点

、功能互补的综合观测系统，实现

草原观测区基本气候要素、大气结

构、大气成分、水分平衡、土壤理

化特性、生物要素以及与各类灾害

事件等的综合观测。 

锡林浩特观象台遥感科学试验基地 



2、航空遥感气象灾害应急监测评估系统 

        基于8架人工影响天气飞
机、3套航空摄影测量设备的
气象灾害航空应急监测体系 



3、遥感数据接收平台建设 

 建成了呼和浩特、锡林浩特、牙克石、四子王旗4个极轨和
静止气象卫星接收站和自治区卫星遥感数据处理服务中心 

 建设了完整的资源卫星数据集，覆盖全区、上世纪70年代
开始的每个年代际。 

四站一中心分布 呼和浩特站 牙克石站 锡林浩特站 



初步建设高分数据查询系统、打通数据应用链路 





2017年，在我区东部及与我

区接壤的俄罗斯、蒙古国，

共发现高温热点290次，比历

史同期偏多50%，先后5次启

动应急响应。 

 灾前监测，应急启动 

 灾中跟踪，应急评估 

 灾后精细化评估 

边境防火形势严峻，对我区东部盟市威胁较大 

二、灾害遥感应用---防扑火服务 



 2016年启动葵花8火
情自动监测研究并初
步建立业务流程 

 建立高分数据应急数
据获取流程 

 完成葵花8号数据的自动
下载，定标、定位、投影
等自动化预处理功能都已
实现，数据质量良好、定
位准确。 

 完成高分数据火情判识算
法研制 

二、灾害遥感应用---防扑火服务 



 



内蒙古防扑火指挥平台 
---火场周边社会经济信息查询统计、量算 

气象实况 

气象预报 

行政区划 

居民点 

人口信息 

经济信息 

土地利用 

植被类型 

土壤类型 

地质地貌 

林斑及林场 

瞭望塔 







2018.06.02汗马火场过火后遥感影像图 



2018.06.02汗马火场过火前遥感影像图 



2018.06.02汗马火场过火区土地利用图 



静止气象卫星沙尘动态图 

对应的灰度熵+BTD综合判识结果 

 

二、灾害遥感应用---沙尘监测 



二、灾害遥感应用---牧区干旱 



2018年6月中旬与历史同期蒙古高原植被指数比较情况 

 



2018年6月主要牧区干旱持续减产严重 

• 6月中旬，克什克腾旗牧草

尚未返青，二连浩特市、苏
尼特左旗、四子王旗等地牧
草返青后受旱枯死。 

• 与近十年6月中旬牧草产量

相比，锡林浩特市周边减产
5成以上，锡林郭勒盟以西
的大部牧区减产3成以上。 

• 主要牧区总计减产733.8万吨
，其中赤峰市83.7万吨、锡
林郭勒盟402.0万吨、乌兰察
布市44.6万吨、包头市36.3
万吨、巴彦淖尔市55.4万吨 



2018年7月19日内蒙古土壤墒情分布图 

 



内蒙古陆面数据同化系统逐日墒情监测产品 

产品应用 

•土壤水分 

•土壤温度 

•积雪 

•…… 

 

数据应用 

• 要素：风、温、湿、
压、降水、辐射 

• 分辨率：6km--1km 



干旱服务典型案例 



自治区政府门户网站 

新华网 

中国天气网 

土
壤
墒
情
媒
体
转
载
或
引
用 

重要门户网站采用情况 



完成《内蒙古气象灾害服务规范》编撰 

 设计《内蒙古气象灾害服务规范》大纲并汇报 

 完成《内蒙古干旱气象灾害服务规范》的撰写工作 

第一章 干旱灾害概述 1 

第三章 灾害监测跟踪 3 目 

 

录 

第二章 灾害灾前预防 2 

第四章 灾害灾后评估 4 

第五章 服务产品格式 5 

第六章 干旱服务产品案例 6 



航空遥感（航高2000米，分辨率0.2米） 

环减星（分辨率30米） 

地面调查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二、灾害遥感应用---洪涝 



评估结果 
乡镇  受灾程度 玉米 小麦 葵花 果蔬 其他 面积（亩） 比例% 

狼山 

比例 41% 19% 29% 4% 0% 

种植面积 128392  58847  90998  12946  0  291183  

绝收 4158  18273  72798  10357  0  105586  36.3% 

减产50%-79% 0  24721  18200  2589  0  45510  15.6% 

减产20%-49% 11470  11695  0  0  0  23165  8.0% 

减产20%以下 36412  0 0  0  0  36412  12.5% 

无灾 76352  4158  0  0  695  81205  27.9% 

新华 

比例 25% 12% 31% 7% 0%     

种植面积 188175  89558  230128  51325  0  559187  

绝收 0  10265  224685  41060  0  276010  49.4% 

减产50%-79% 0  56102  5443  7699  0  69243  12.4% 

减产20%-49% 11238  23191  0  2566  0  36996  6.6% 

减产20%以下 76954  0  0  0  0  76954  13.8% 

无灾 99983  0  0  0  22009  121992  21.8% 

图克 

比例 30% 14% 23% 10% 0%     

种植面积 121932  58743  92637  40424  0  313737  

绝收 0  3453  4632  32339  0  40424  12.9% 

减产50%-79% 0  0  27783  8085  0  35868  11.4% 

减产20%-49% 0  0  27875  0  0  27875  8.9% 

减产20%以下 0  22007  28894  0  0  50902  16.2% 

无灾 121932  33283  3453  0  2783  161450  51.5% 



二、灾害遥感应用--积雪监测 

 



2018年1月下旬全区积雪覆盖面积及受影响人口和牲畜情况 

地区 

积雪总

面积 

(万km2) 

雪深小

于面积 

(万km2) 

雪深5～15cm区域 雪深15～25cm区域 雪深大于区域 

面积 

(万km2) 

受影响人

口（万人） 

受影响牲

畜（羊单

位,万） 

面积 

(万km2) 

受影响人

口（万人） 

受影响牲

畜（羊单

位,万） 

面积 

(万km2) 

受影响

人口

（万人） 

受影响

牲畜

（羊单

位,万） 

全区 47.43 18.40 14.08 136.77 1117.47 14.00 142.15 617.45 0.96 0.67 5.55 

阿拉善盟 1.37 1.37 

巴彦淖尔市 0.90 0.90 

包头市 0.71 0.71 

赤峰市 1.37 1.34 0.03 

鄂尔多斯市 0.14 0.14 

呼和浩特市 0.77 0.77 

呼伦贝尔市 25.27 2.43 9.07 101.96 506.06 13.34 142.15 617.45 0.44 

通辽市 0.72 0.50 0.22 

乌海市 

乌兰察布市 1.61 1.50 0.11 9.53 10.92 

锡林郭勒盟 11.36 7.01 3.98 24.84 571.23 0.36 0.01 

兴安盟 3.21 1.74 0.66 0.44 29.26 0.29 0.51 0.67 5.55 



三、生态监测评估 

    响应习总书记“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

造得更加亮丽”的时代要求，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

“进一步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底

线，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的战略部署。发挥中心

的专业和数据优势，开展生态监测评估工作。 

    评估范围涵盖自治区主要的草原、森林、沙地、

湿地和区域环境变化。 



生态遥感监测技术流程 

资源卫星数据 

全区TM图像 

几何校正 

几何校正 
（自动匹配） 建立分类标志 

确定分类系统 

人机交互解译 
Or 自动分类 

地面GCP 
地形图 
〃〃〃〃 

内蒙古区域 
TM空间参考 
数据集 

专题图 

资
源
卫
星
处
理
流
程 



重点评估 ：生态建设工程的遥感监测与分析 

自治区四大生态建设工程遥感监测与评估： 

•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 生态治理重点县工程  

• 天然草原恢复试点工程项目  

  开展各盟市、旗县生态建设工程的治理面积和工

程质量评价。 





重点评估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生态监测评估及农业开发建议 

科尔沁沙地2008年景观类型图  

近40年科尔沁沙地流动沙地动态变化图  

郭启俊副主席批示： 

此报告有理有据，所提建议值得认

真研，请通辽、赤峰主要领导参阅。并

请气象部门继续利用卫星遥感等先进技

术，对其他重点区域进行监测评估，为

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重点评估 ：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环境监测评估 

  报告科学评估了京津风沙源治
理一期工程的成效。提出：一期工
程效果显著；同时，从水热条件及
沙地保水性角度，对二期工程建设
成效进行了预评估。 

  报告引起自治区党、政部门的
高度重视，作为二期工程建设的重
要依据。 



浑善达克沙地植被长势持续向好 

 



正蓝旗草地沙化恢复监测 

 



正蓝旗草地水域面积萎缩监测 
（数量减少70%，面积减少20%） 



1988年鄂尔多斯荒漠化状况图 1998年鄂尔多斯荒漠化状况图 2008年鄂尔多斯荒漠化现状图 

1988～1998年植被指数变化图 1998～2008年植被指数变化图 

重点评估 ：近20年鄂尔多斯气候变化与土地荒漠化动态监测评估 

胡锦涛总书记考

察鄂尔多斯市时，此

报告作为鄂尔多斯市

党委政府向总书记汇

报“鄂尔多斯生态环

境保和建设”成就的

主要依据，得到总书

记的充分肯定。 



2000～2017年鄂尔多斯市年降水量变化速率 2000～2017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植被变化趋势 

近20年来鄂尔多斯市降水增加植被明显改善 



重点评估 ：近30年东居延海及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变化监测评估 



2000以来东居延海水域面积变化 2000以来额济纳绿洲各等级植被面积对比（单位：平方公里） 

2000以来额济纳绿洲归一化植被指数图 

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呈现持续改善态势 





重点评估 ：“一湖两海”生态遥感监测 

    时间 

水体 
2018年6月 2017年6月 历史最大面积* 历史最小面积* 

呼伦湖 2054.7 2081.5 2245.1 1722.7 

岱海 51.7 55.7 150.7 55.7 

乌梁素海 309.5 335.0 363.6 293.9 



重点评估 ：呼伦湖区域卫星影像年际变化图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001-2014年呼伦湖水体面积(km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973年至2016年岱海面积遥感监测

（平方公里） 

重点评估 ：岱海水体变化监测 





1986年乌拉盖湿地植被状况图 1999年乌拉盖湿地植被状况
图 

2005年乌拉盖湿地植被状况
图 

重大工程影响评估业务的拓展—以乌拉盖水库为例 

主要结论： 

1999年乌拉盖
水库溃坝后，下游
湖泊水面面积最大
；随之，盐碱滩地
面积逐渐增加，生
态环境恶化。 

乌拉盖戈壁周
边土地盐渍化机理
可能与突然大量来
水，淹没大量原生
植被，而后长时间
干旱，无水分供给
有一定关系。 

2013年乌拉盖湿地植被状况
图 





乌珠穆沁盆地植被及水体变化 

• 植被长势在干旱年份变差 

• 湿地湖泊数量减少8成、面积减少4成 



重点评估 ：完成生态评估报告编制 

• 积极参与国家级生
态文明气象保障规
划编写，将内蒙古
纳入试点。 

• 编制完成年度生态
评估报告 

• 制定生态评估方法 

• 参与编写中国局年
度生态评估报告 



年度生态环境评估--沙地植被变化分析 

 

  

 

 

 

 

 

2015年内蒙古沙地NDVI与历年值对比变化空间分布图，科
尔沁沙地（上），浑善达克沙地（中）毛乌素沙地（下） 

 2000-2015沙地NDVI变化趋势及显著性水平（P）0.05）空

间分布图，科尔沁沙地（上），浑善达克沙地（中）毛乌
素沙地（下） 

        2000-2016年期间沙地
植被长势整体趋势是趋于
改善的，2012年沙地植被
处于整体最好年份，2000

年最差。 

        科尔沁沙地植被大部
好于历年，仅东南部及东
北部部分地区植被长势不
及去年和历年，沙地西部
、西北部及东南部部分地
区植被有退化趋势，近
71%的区域植被有改善趋
势。 

        浑善达克植被大部分
区域好于去年及历年，仅
西部地区不及去年和历年
，沙地中东部及西部偏东
区域植被有退化趋势，占
沙地面积的38%左右； 

        毛乌素沙地植被大部
不及去年，但好于历年（
2000-2014年），在2000-

2016年期间有90%的区域
植被有改善趋势。 



开展生态气象监测评估服务—政策依据 

 建设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监测系统，加强
卫星遥感、无人机和视频监控等技术 

 构建全区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管
理应用平台 

 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 

 统一发布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 

 提升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能力 

 建设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体系 



内蒙生态保护红线遥感监测保障能力建设总体框架 



建设内蒙生态气象遥感监测评估系统 



四、盟市级遥感应用 

• 遥感数据的获取困难？ 
– 通过自建数据库解决 

 
• 遥感应用系统使用的不熟练？ 

– 通过业务系统的推广应用来实现 

 

•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可实现盟市、旗县的
遥感应用 



能够完成面向应用的数据管理、存储和服务，可为全区盟

市、旗县气象部门提供快捷、高效的数据服务。 

建成“内蒙古卫星遥感数据库服务系统” 



卫星遥感数据库系统应用情况 

• 数据库业务化运行后，生态中心具备了为全区盟市、旗县

气象部门提供快捷、高效数据服务的能力。 

• 累计注册用户数231人，订单数累计8709单。 

2017年订单数 

2016年订单数 

2015年订单数 

2014年订单数 

8709 

6375 

4774 

3426 



生长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各地旱涝急转植被长势较去年同期略差 

通辽市气象局决策气象服务材料（李思慧，白晓慧，孙琳丽，李颖） 



贺兰山区域植被监测分析评估报告 

阿盟气象局决策材料（王多民，常红艳，杨宗英，孙志强） 





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火险天气形势分析评估报告 

（杜金玲，李红艳，赵可新，常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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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各位领导专家 

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