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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回顾了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遥感技术发展历程，着重介绍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实施以

来的主要技术进展与应用成果，并对今后我国国土资源遥感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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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巾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以下简称航

遥中心)自成立以来已走过了50 8的光辉历程。几

代航遥人50 a的艰苦创业，换来了技术进步的累累

硕果和航遥事业的全面发展。50 a里，中心始终以

各个时期国家的需求引领事业的发展方向，以奋发

图强的精神完成国家的地质任务。航空遥感1毛行已

覆盖420多万km2国土面{|I{，获取了大量苇耍基础

资料；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遥感技术优势，在基

础地质凋查、矿产资源勘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地

质环境评价、工程建设规划、国土信息化建设和地学

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调查和科研成果，努力为

我国围土资源遥感事业的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

1 发展历程

我国甲在加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问，原地质部就将黑白航卒照片应用于秦

岭、柴达木及额尔多斯等地区的1：20万区域地质填

图和石油地质普查。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出现“遥

感”这个术语，这项工作被叫作“航空地质凋查”。

1972年，航遥巾心的胁身——原国家计委地质

局航空物探大队成立了航空地质组，从德罔引进了

RMK—A型航空摄影相机，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航空

遥感地质飞行专业队伍，并首次在甘肃北山等地成

功地进行了面积性黑白航空摄影生产飞行。从此这

支队伍翱翔在祖国蓝大巡空测地，承担了大量航空

地质涧查任务。

在这期间，国际上卫星遥感技术开始发展。

1972年美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ER鸭)成功发射，

收稿日期：2007一鹏一加；修订日期：2007—10—04

多光谱扫描卫星图像开始在全球销售。随着“文

革”的结束，春天苇回中国大地，国家经济复苏对新

技术发展的渴望已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问胚，卫星

遥感新技术开始在国内传播。航遥中心敏锐地抓住

机遇，着手研究卫星同像的处理和解泽方法，向全国

提供了十多万景多光谱卫星图像，}{l版全国Mss卫

星影像图集，成为卫单遥感技术的积极推广者。

1983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地质矿产部地

质遥感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全国建立最早、规模最

大的专业遥感中心之一。这期间，在原国家计委的

支持下，中心又陆续引进r航空红外扫描系统、多光

谱扣描系统及地面数据处理系统，承担全囡各地多

类航空遥感数据的获取和处理任务；0i仅将联合国

援建的12s—10l数字图像处理系统很快投入运行．

还在该系统上自主开发了多源地学信息综合处理软

件包，努力为全同各部门川户提供遥感数宁罔像分

析的优质服务，在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独树一杠l，

赢得了良好声誉。

此后几年里，航遥中心在北京市遥感综合调代

(即”830l丁程”)、京津唐地区罔土资源与环境遥

感凋查、宁夏汝箕沟地下煤火探测、大兴安岭森林灭

火、秦岭一华北地台北缘一K江巾下游一华南等最

要成矿带物化遥编罔以及令幽省级国土资源遥感综

合凋夼等项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写下了

许多光彩夺目的篇章，为国家建设和地质遥感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保持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和伞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使我国地质

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遥感技术作为

重要的地质勘查方法之一，同样面临着严峻考验和

良好机遇。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199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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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全面开展给国土资源遥感工作开创了新的天

地，指明了遥感技术研究与应用为国民经济建设提

供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服务的总体目标，加快了

遥感技术全面进入国土资源调查主流程，更充分地

发挥优势和潜能，创造更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进

程[“。

经过20世纪90年代一段短暂的磨练和考验，

结构调整后的航遥中心这一支精干遥感队伍又以崭

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一轮同土资源大调查的最前列。

航遥中心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和

支持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遥感设备的更新改造，吸

收了一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科技人员加入遥感队

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保持航空遥感在国内

的强劲地位，加强遥感新技术的研究和创新，重视遥

感应用的质量和实效，努力融人各项同土资源调查

的主体流程，全力服务于国土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取

得了许多鼓舞人心的重要成果。无疑，新一轮国土

资源大凋查实施以来的这屿年是航遥中心成立以来

遥感技术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社会经济效益最硅

著、技术队伍实力增强最坚实的时期。航遥中心正

在以勇往直前的姿态谱写着我国国土资源遥感技术

发展的新史章。

2 国土资源遥感的主要技术进展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要求在新形势下，以新

崽路、新理沦、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开展基础调查

计划、土地资源监测调查工程、矿产资源评价工程、

地质火害预警工稗、数字国土工程及资源调在与利

用技术发展工程，实施对国土资源的调盘，向国家和

社会提供全新的成果，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当Iji『和K远的需要。显然，新一轮国土资源大

调矗需要有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做支撑。充分发挥遥

感的技术优势，努力推进遥感技术的应用足强化现

代科学技术支撑的重要内容”1。

近10 a来，航遥中心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

调查局的大力支持下，配合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

的实施，努力存土地资源动态监测、基础地质调查、

矿产勘查、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监测等方面开展遥

感新技术研究．拓展遥感应用的深度广度，使遥感整

体技术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主要的技术进展体

现在以下方面：

2．1 遥感新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实质性进展

航遥中心始终紧密跟踪国际遥感应用新技术的

前进步伐，从提高我国遥感技术整体水平和满足国

土资源调查与管理需要出发，“九五”以来，相继在

机载POs系统，成像光谱，干涉雷达，激光雷达，全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遥感解译和应州的定量化、三维

可视化和多方法集成等技术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方法

‘试验和应用示范，取得了显著进展，成像光谱、干涉

雷达和高精度航空定向定位等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

地位，已初步具备实用化、规模化应用的能力。

2．2地质勘查遥感技术有了全面提高

(1)区域地质遥感调查技术方法趋于成熟。

“九五”以来，通过在我国西部裸露与半裸露区、大

兴安岭森林高覆盖区、内蒙古浅覆盖区等不同地貌

景观区的方法试验，提出了影像单元填图新方法，形

成了系统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开发了“野外凋

查微机辅助遥感网像解译系统(RsMAP V1．0)”，为

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了1：25万遥感地质调查的技

术规定。近年，遥感技术在青藏高原空白区的1：25

万区域地质调在中遥感技术发挥了显著作用。

(2)裸露与半裸露区的遥感找矿异常信息提取

已初步形成技术体系。以多光谱卫星遥感数据为主

要信息源，建立了“去于扰一主成分分析一异常筛

选”的多光谱遥感异常提取方法流程，效果明显，现

正在“全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中全面推广。

(3)以崩滑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遥感调查与监测

技术基本成熟，突发性滑坡的应急监测成效显著。

近年重点在长江三峡库区、青藏铁路沿线和茸玛拉

雅山区采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开展地质灾害监

测，尤其对西藏及四川等地几次突发大型滑坡进行

了应急监测，都取得了较好效果。数宁滑坡新理念

的提出推动了该项技术的深入发展。

(4)大区域性基础地质环境遥感凋在’j监测成

果显著。从我围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出

发，近年航遥中心在青藏高原、东部沿海经济区、松

辽盆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云南陆域边境等地区

开展r基础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监测。在西南岩溶

石JI|地区开展了石漠化现状调奁与趋势分析，在进

藏公路和铁路沿线地区进行了影响工程建没的主要

地质灾害调A。这些工作方法成熟、技术要求统一、

成果现势性强、社会效果显著。

(5)矿产资源开发多日标遥感渊奁与监测技术

初见成效。该项工作充分发挥遥感多层次、多参数

和多时相的技术特点，实现了同时为多用户需求服

务的目标，提高了使用备类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技

术能力。在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部署下，该项工作现

已在全国重要成矿带和矿集区的重点矿山推开，取

得的初步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

(6)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技术已进入业务运

行。根据国土资源部加强土地管理的总体部署，自

1999年开始的这项监测工作每年都有新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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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数据指标不断提高，采用方法技术逐年深化，现已

形成规范的工作程序，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不断提

高，具备了规模化业务运行的能力。

2．3国产资源卫星主要用户作用得到充分显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具有自主研发各类遥感卫星

的国家之一。1999年lO月14日，我国第一颗传输

式资源卫星(CBERs—1)成功发射，开创r我国民

用资源卫星应用的新纪元。作为我国卫星数据应用

的主要用户之一，枉国防科工委组织和资助f，航遥

中心分别在塔里木盆地矿产和地下水资源调查评

价、深圳市土地利用监测和云南三江矿产资源评价

等项目中对cBERs—l数据进行了评价和应用示

范；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凋查各类项目中，积极鼓

励和支持使用国产资源卫星数据；组织cBERs—l

的03／04星、02B星以及l n洲m高分辨率卫星等
资源卫星载荷需求及指标建议的研究。这些工作为

推动我国资源卫星发展的系列化、传感器配置的实

用化、卫星运行管理的科学化作jl{了积极贡献。

2．4遥感应用技术标准制定取得多项成果

为进一步提高国土资源遥感应用的成果质量和

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

一安排．航遥中心继完成《航空遥感摄影规范》等地

质行、lp标准编制后，近年又制定了《1：25万遥感地

质调查的技术规定》、《1：25万遥感地质解译技术指

南》和《l：25万环境地质遥感监测技术要求》，并正

在编制《遥感影像地图(1：5万／l：25万)制作技术

要求》、《遥感地质解译成果编制技术要求》及《矿产

资源丌发多目标遥感凋矗与临测技术标准》等局级

技术要求。这些技术要求系统总结了长期以来遥感

应用的工作经验，把握了遥感应用技术的发腱脉络，

已在实施或试用中发挥H；了显著的指导作川。

2．5遥感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水平成效显著

荩于遥感和地坪信息系统技术的遥感地质信息

化缱没有利于遥感调卉研究成果的综合开发、科学

管理、信息交流和社会服务。航遥中心一贯蘑视遥

感信息化建设，多年来，在大力推动遥感信息获取和

信息处理技术进步的同时，根据罔家需求．努力开展

遥感基础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已取得一系列可

喜成果。例如中心开发的“地质调奄遥感信息处理

分析系统”。将国外多种商业软件的重要功能有机

地集成在同一界面下，实现了在一个系统上进行遥

感地质信息提取的全过程；“全国遥感影像数据库”

是一个能便利地管理中心所有航天、航空遥感图像

和遥感应用成果图件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全国省

级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成果信息系统”、“西南岩

溶地区石漠化遥感监测空间数据库系统”和“青藏

高原生态地质环境遥感监测信息系统”等都足全国

或大区域性的遥感应用专题信息系统，具有不同服

务对象、不同应用尺度和完善的管理功能，可以发挥

良好的作用。

3新一轮国土j躺镕驮调查以来的主要应f罚成果

3．1 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调查监测中取得显著成果

3．1．1 长江上游(宜昌一江津段)高精度航空遥感调查

三峡水库工程是举tH=瞩目的特大型水电枢纽工

程。库区处于特殊的地形及地质条件下，一直是地

质灾害的多发区。三峡水库蓄水后，又有可能引发

新的地质灾害的隐患。为配合三峡库区一期蓄水工

程的实施，2003年3月，航遥中心成功进行了库区

】35 m水位临蓄水前的航空摄影，获取了全库区极

其珍贵的枯水期库底信息的彩红外图像。利用这批

资料制作r库区20个重点城镇的高分辨率彩色正

射影像图，开展了l 000多个滑坡灾害点现状及其

变化趋势的遥感解译，建立了相应数据库，完成了

1：5万库区三维仿真系统，为库区地质灾害的防治提

供了重要依据。

3．1．2青藏高原空白区l：25万区调前期遥感地质解译

青藏高原地质条件复杂，自然地理环境独特，地

质工作程度较低。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为

配合青藏高原空白区l：2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

开展．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期间，航遥中心以

TM／ETM、cBERs—l数据为主要信息源，承于Ⅱ了青

藏高原“一江两河”、羌塘、藏西和西昆仑地区57个

l：25万I冬I幅(面积约94万km2)区凋前期的遥感地

质解泽任务．快速地编制了l：25万标准分幅遥感影

像图和遥感地质解泽图件，及时提供相关区调队伍

在野外工作时使用，为区捌队伍编制工作设计、选择

调查路线、解决难以通行地段的地质填罔以及相邻

图幅问的联图等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大大减轻了

野外劳动强度，提高了l冬|幅质量，加速了地质填幽进

程。

3．1．3新疆东走山地区成像光谱矿物填图

成像光谱技术由于具有较高的光谱分辨率和图

谱合一的特点，不仅能直接识别地物，而且能进行地

物成分的量化分析。近年，中心系统开展了矿物光

谱的可识别特征与矿物识别方法研究、岩矿信息提

取模型研究，初步建立了矿物识别分层谱系和i5种

常见蚀变矿物的光谱识别规则；开发了地面光谱数

据管理系统和成像光谱矿物识别模块，在新疆东天

山地区3 180 km2的范围内开展了机载成像光谱矿

物填图的试验，初步形成了成像光谱矿物填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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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流程；通过对黄山铜镍矿床的重点研究，建

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光潜矿床找矿预测模式。这

些成果为成像光谱技术今后在地质稠查和矿产勘查

中的产业化应崩积累r经验。成像光谱技术有望成

为继传统填图方法、遥感影像填图方法之后的第3

代基础地质填图以及遥感矿产勘查取得重大突破的

新手段。

3．1．4西部重要成矿区带遥感找矿异常提取及应

用研究

该项研究以ETM多光谱卫星数据为信息源，形

成了一套适合于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遥感异常提取

的方法技术(即“去干扰一主成分分析一异常筛选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区域遥感异常提取的自动化

程度和异常的可信度。该项目完成了天山一北山、

昆仑山和冈底斯山3个主要成矿带1：25万标准分

幅矿化遥感异常图和重点地段l：5万矿化遥感异常

图的编制，面积达150万km2，推荐遥感异常3 944

处；对其中的100处异常进行检查，新发现矿(化)

点2l处，为我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评价工作增添了

一批重要的基础资料。此外，还完成r巾亚五国、蒙

古等周边国家的遥感找矿潜力工作，为实现“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战略作出贡献。

3．1．5华北平原德州一天津地面沉降区干涉雷达

调查与监剐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部署，航遥中心在多年

来开展干涉雷达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基础上，近年以

德州一天津地区为试验区．开展_『干涉雷达区域性

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应用示范工作。利用欧空局

ENVIsAT雷达图像，采用永久散射体合成孔径雷达

干涉测最方法，查明r上作区近3万km2区域的地

面沉降状况，不仅准确标示了传统测量技术控制区

域内的局部地『酊沉降中心，而且有效揭示了工作区

内一些新的沉降中心的分布特征，编制了相应的沉

降速率图件，为十涉雷达测量技术在整个华北及长

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区域性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上作

巾的规模化应_rf】奠定了基础。

3．1，6四川天台乡等滑坡的遥感应急调查

2004年9月5日，四川省宣汉县天台乡发生特

大型滑坡灾害．滑坡坝体几乎阻断了前河河道。河

水快速回流，瞬间形成一个库容高达8 000多万m3

的“临时水库”，导致13个村庄被淹没，下游6个乡

镇数十万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威胁，灾情十

分严重。为此，国土资源部立即组织航遥中心等单

位的专家采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制作了灾区影像

周，采用在滑坡发生前后的图像上“求取滑坡特征

点”的新方法，快速提取了滑坡的滑动方向、滑动距

离和滑动体积等重要信息，结合现场验证，掌握了滑

坡的基本特征。为该滑坡形成机理、运动规律研究

和灾后救援、重建工作提供丁重要依据。

此外，中心近年还配合有关部门对西藏易贡滑

坡与帕里河滑坡、三峡巴东千将坪滑坡、四川达县岩

门村滑坡以及新疆巴楚地震灾情都曾进行过应急调

查与监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1．7青藏高原生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监测

青藏高原是全球形成最晚、海拔最高的高原，其

独特的生态地质环境不仅在学术上为国内外学者所

瞩目，而且对我国整个生态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从2003年起．航遥中心利用遥感技术对青藏高

原的生态地质环境开展遥感调查与监测，通过对青

藏高原现代冰川、雪线、湖泊、河流、地质灾害(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荒漠化、新构造及湿地等现状

的调查和演变趋势研究，编制了l：50万成果图件，

并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利用高分辨率遥感资料开展

重点调查，总结出了高原不同生态地质环境影响因

子的变化规律，建立全区生态地质环境遥感监测信

息系统，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规划与

管理提供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也为我国其它地区

开展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

该项目的调矗成果曾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

多家新闻单位和数十家网络媒体广泛撤道，并被列

入2006年度《国土资源公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

3．1．8 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遥感监测

首次采用遥感手段，完成了西南岩溶石山地区

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9个县，共74万km2的

石漠化遥感调查与监测，查明了西南石漠化发展的

历史、现状与趋势，建立了西南岩溶石山区石漠化地

质调杳分析的数字空问平台，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

科学依据。经凋查发现：调态区内的石漠化面积达

1∞063．20 km2，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广两三省区；

调查区内的钉漠化总体上呈严重加剧趋势，从20 i}￡纪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石漠化面积从82 942．65 km2

增加到105 063，20 km2．净增22 120．56 km2，平均

每年净增l 650．26 km2，年平均增长率为2％；．石漠

化加剧的面积为24 958．8l km2，石漠化改善的面积

为4 869．07 km2，石漠化加剧和改善面积之比

为5．1：1。该项成果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

注，并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3．1．9港珠澳跨海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遥感应用

为满足国家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需要，近

年中心承担了“润扬长江公路大桥遥感工程地质调

测”、“苏通长江公路大桥航空遥感工程地质调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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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大陆连岛工程地质凋查”、“青岛湾跨海大

桥工程地质调查”及“港珠澳跨海大桥工程可行性

研究阶段遥感工程地质调查专题研究”等项目，发

挥遥感快速、直观、经济的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提

供工程地质和灾害地质资料，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

3．2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管理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3．2．1矿产资源开发多目标遥感调查与监测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任务是在我国重要成矿区带

和矿集区，选择典型矿区，利用多种分辨率的遥感数

据，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背景调查、区域矿产资源开采

规划与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规划执行情况、矿产

资源开发状况、矿山环境等进行多层次的遥感调查

与监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作区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与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建议。2006年此项工作已

在多个省区开展，统一了工作方法、技术要求和成果

形式，建立了初步的技术标准，构建了数据库和信息

系统。项目取得的阶段成果得到国土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并将在推动各

地有效执行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加强矿山开发管理和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

3．2．2全国大中城市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

随着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经济飞跃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已显得越来越

突出。从1999年开始，国土资源部组织航遥中心等

单位对全国50万以上人口城市和部分热点地区的

土地利用动态进行遥感监测工作，包括开展年度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的监测、国家级开发区监测、辅助开

展规划修编和特定地区快速执法检查等内容，以推

动地方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和变更调查工作的开展。

项日采用多种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数据和人机交互解

译的工作方法，监测成果由国土资源部统一管理，已

在土地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2．3 全国省级国土资源综合调查成果信息系统建设

该项工作是在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国土

资源遥感综合凋查成果的基础上，分省(市、自治

区)、分专题对调盎成果进行统一整理，以规范化的

格式与编码，按全国、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形成3

个层次的国土资源遥感凋查成果数据库．建立成果

共享的空间信息站点与信息系统，编制土地、矿产、

地质灾害、海岸带为主的1：400万系列专题成果图

集，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宏观决策和可持续发展，充

分发挥省级国土资源遥感调查成果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目前该系统已建成，即将投入应用。

4展望与建议

遥感技术正在飞快的发展，遥感应用的水平将

小断提高。新一轮国上资源大凋查以来的实践再次

证明，遥感技术已成为国土资源调查与监测的重要

工具。随着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国土资源领域对遥感技术的需求在快速增长。如何

进一步发挥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工作的作用，是需

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总体上，国土资源遥感应以国家需求为牵引，加

快技术发展，拓展遥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遥感

应用的效益。要紧密跟踪遥感新理论、新技术、新方

法的发展步伐，加强遥感新技术的引进、吸收、创新

与开发，并及时推广应用，逐步实现遥感解译的自动

化、定量化与标准化。同时要根据需求有重点地做

好遥感新技术的攻关和储备，为实现国土资源凋查

方法技术的全面创新，推进国土资源的宏观规划和

科学管理，提高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

平提供技术支持。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继续坚持航空与卫星遥感技术同步发展的

方针，开展高精度全数宁化航空综合遥感技术系统

建设，为我国重要地质环境区、重要成矿区带、近海

区域等资源环境调查，土地详查，矿山开发环境监

测．应急调查等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重点开展全数字航空摄影测量、uDAR、激光测

深、机载成像光谱等技术装备的引进与应用研究，深

入开展无地面控制的直接定向定位技术研究，努力

促进航空遥感向多片种、多功能、轻便化、数字化方

向发展，与卫星遥感技术互为补允，开发和建设高精

度、多参数、大数据量、高集成度和机动灵活的围土

资源调查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

查系统。

(2)深入开腱成像光谱实用化技术系统研究，

以满足矿产资源勘查和环境评价的需求．并为“第

三轮地质填图”——矿物填图提供技术储备。高光

谱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正在研究的一项高新对地观测

技术，在地质矿产领域已被越来越广泛地应_}}j于矿

物填图和矿化蚀变信息的定量提取，应成为今后几

年遥感技术应用的主攻方向之一。应在已有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岩矿反射、发射光谱精细特征及其与地

质信息关联性的研究，重点提高识别矿物的种类、可

靠性、精细度、定量化和智能化水平，争取尽快实现

工程化和业务化应用，并不断开拓应用新领域。

(3)开展干涉雷达应用处理系统建设，使IIlsAR

技术成为我国地表形变监测的重要手段之一。

(4)继续深入开展微波遥感技术研究。随着国

际上新一带遥感卫星的发射，微波遥感数据源将在

数量与质虽上有较大的改善。应充分发挥其全天

候、全天时、受气候条件影响小，反映地表形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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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较高等技术优势，加大应用研究力度。特别

要加强多极化干涉雷达方法在缓变、微变性地质灾

害监测中的规模化应川技术研究。

(5)深入开展国土资源遥感应用基础研究。更

深入地开展地质矿产、土地利用、矿山环境遥感信息

形成机理研究。建立相应的遥感应用模型；开展示矿

遥感异常信息、土地变更信息和矿产资源开发信息的

挖掘与提取等深层次图像处理方法研究；建立和完

善适应于地质矿产、土地、海洋等资源与环境领域的

典型地物波谱数据库；开展遥感试验场建设等。

(6)进一步加强遥感与GIs、GPs等技术的整合

和应用开发，加强基于网络和空间数据管理技术的

国士资源信息集成与交换技术研究，为国土资源各

领域遥感应用系统建设提供信息技术支持，提高遥

感信息成果的社会化服务能力等。

(7)继续加大遥感技术在国土资源各领域的深

入应用，加快具有产业化运行能力的多学科、多技术

互相渗透的同上资源综合应用系统建设，为同土资

源邸更好地实施其对土地、矿产和海洋资源的规划、

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职责，提高宏观决策和为全

社会服务的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8)建立国土资源遥感新技术开放实验室，为

发展先进实用的国土资源调查监测新技术提供技术

支撑和人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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