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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微生物复垦中的应用研究

陈书琳, 毕银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摇 100083)

摘要: 微生物复垦是矿区生态重建的有效途径。 遥感技术特别是高光谱遥感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微生物复垦

后植被的生长状态和土壤性状改良的实时信息,为评估微生物复垦技术对矿区土地恢复和生态重建的作用提供了

技术支撑。 概述了遥感技术在矿区植被恢复、矿渣石排土场复垦、采矿沉陷地复垦和复垦区重金属污染监测等方

面的应用和研究现状,以及微生物技术在改良煤矸石环境、治理采矿沉陷地和修复重金属污染场地中的作用和研

究现状,分析了遥感技术应用于监测微生物复垦效果的理论依据,并讨论了今后遥感技术在微生物复垦中的应用

潜力,以期为未来快速、准确、无损地监测微生物复垦植被的生长状况提供新方法,并为评价微生物技术在矿区生

态重建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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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言

采矿活动在为国民经济创造效益的同时,也给

生态环境、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矿区的可持续发展,矿区土地复垦和植被

恢复已成为重建矿区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 微生物

复垦技术是利用微生物的接种优势,对复垦区土壤

进行综合治理与改良的一项生物技术措施,能够促

进养分贫瘠、土壤结构性差以及微生物含量低的矿

区土壤基质的改善,加速矿区土壤复垦和植被生长。
评价微生物复垦效果的传统方法是通过生化实验获

取植物的各项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指标来实现的,
不仅费时、费力、精度不高,而且会对被测样本植物

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如何低耗、高效、实时、无损

地获取矿区微生物复垦植被的长势和土壤理化性状

信息已成为指导矿区微生物复垦工作、评价微生物

复垦技术在矿区生态环境恢复中的作用所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
遥感技术为宏观、有效地监测矿区环境恢复提

供了可能。 将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进行对比,可以

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矿区植被覆盖[1]、矿渣石排土

场[2]、采矿塌陷地[3]以及矿区水污染[4] 等的动态变

化特征,在大尺度上了解矿区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变

化过程。 分析植被[5] 和土壤[6] 的光谱效应是高光

谱数据在矿区复垦成效评价方面的主要应用,而对

于遥感技术监测微生物复垦效果的研究还鲜有报

道。 目前,随着高光谱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数

据处理与分析方法的不断成熟[7],与传统的实验室

化学分析技术相比,基于高光谱遥感数据的植被生

化组分和土壤理化性状分析将具有更大的优势。 因

此,可利用遥感技术对矿区微生物复垦进行全面监

测,通过高光谱数据快速提取矿区植被和土壤信息,
为评价微生物复垦植被生长状况以及矿区土地复垦

效果提供科学依据和高效准确的新方法。

1摇 遥感技术在矿区土地复垦中的应用

遥感技术是 20 世纪中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

的一门综合性探测技术,它能迅速、动态地获取大量

环境信息,具有信息丰富、周期短、实时性和动态性

强等特点。 充分应用遥感技术在土地覆盖类型、土
壤理化特性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提供的信息,
可以对矿区开发现状、土地利用、土壤资源、植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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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矿山环境等进行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估,并对土地

恢复治理效果进行评价。
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波段多、光谱分辨率高、数

据量大[7]等特点,能够提供植被、土壤的各项理化

信息,从而在监测矿区环境和指导矿区生态恢复方

面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1. 1摇 对矿区植被恢复的监测

矿区植被及其恢复状况是矿区土地复垦质量的

重要的指示器,表征土地复垦的程度与质量。 植被

覆盖度是一种用来描述植被生长状况的生态参

数[8]。 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鄄
tation index,NDVI)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植被指数,
是植被生长状态及空间分布密度的最佳指示因子,
与植被分布密度呈线性相关。 与传统地面样方实测

方法相比,遥感数据凭借其宏观、快速、廉价以及良

好的时空连续性等特点,在植被生长状况和时空变

异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1]。 苏伟等[1] 基于

1975—2000 年共 4 期遥感影像,构建植被覆盖度指

数,考察了辽宁省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排土场 25 a
来植被生长状况及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

植被处于不断生长、逐渐恢复的状态,且存在明显的

空间差异。 胡振琪[9]等利用榆林市神府矿区 4 景同

期 TM 数据,使用 ERDAS 软件提取 NDVI,根据像元

二分法计算出矿区的植被覆盖度,并利用非监督分

类方法对矿区的植被覆盖度进行分类和赋色,从而

得出矿区 1986—2006 年的植被覆盖度分类图,定量

地说明了矿区 20 a 年间的植被覆盖变化情况。
Arzu[10]利用 1987—2006 年间的 TM 数据识别和监

测土耳其露天煤矿的土地复垦进展状况,计算了包

括 NDVI 在内的多种植被指数,以监测和跟踪植被

覆盖度的变化,评价复垦植被健康程度,最后得出

“遥感技术无疑为大面积的矿区土地复垦提供了实

时、快速、成本低廉而高效的监测方法冶的结论。 李

娜[5]等采用高光谱遥感数据计算植被指数, 进而反

演叶绿素含量和物种数量,对云南个旧锡矿尾矿的

生态恢复效果进行了评价。
1. 2摇 对矿渣石排土场复垦的监测

前人的研究多以矿区多时相、多源遥感影像为

数据源,通过人机交互解译、监督分类等方法,提取

土地覆盖信息,获得不同时期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

型图; 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将不同时期

土地利用类型图进行叠加; 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建

立专题数学模型,揭示研究区矿渣石排土场和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格局和动态变化情况。 许多研

究表明,利用多时相遥感数据对采矿区矿渣石山生

态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具有较好的效果,其结果

对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具有指导意义。 叶宝

莹[11]等对安太堡煤矿 30 a 间共 10 期遥感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提取了该矿区近 30 a 的土地利用变化

情况,尤其是煤矸石排土场复垦的动态变化情况,并
进行了验证,进而肯定了遥感手段可以有效监测到

矿区的土地复垦情况,准确地获取矿区排土场占用

和破坏土地的数据,尤其是对复垦排土场的实时监

测,可以获取每年复垦排土场的准确位置和面积,为
矿山复垦与环境规划提供指导依据。 孟丹[2] 等利

用美国 GeoEye - 1 卫星数据,采用人机交互解译方

式对富家坞铜矿区固体废弃物分布进行了快速调

查, 将固体废弃物分布与小流域划分结果进行空间

叠加分析后认为, 废弃物及裸露采场在地表水溶蚀

下将对德兴市及其下游洎水的主要生活用水的水质

产生严重影响。 荆青青[12] 等以荆门市马河镇煤矸

石分布调查为例,利用 ASTER 多光谱遥感数据波段

多、信息量大的特点,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其 14
个波段进行去相关降维, 再运用马氏距离法对图像

进行监督分类,研究表明,中等分辨率的 ASTER 数

据是煤矸石提取的理想数据源之一,能成功实现煤

矸石分布范围信息的自动提取,为矿区环境治理提

供指导。
另外,韩云霞[13]等尝试高光谱数据与多光谱遥

感影像相结合的监测方式,对煤矿排土场的土壤进

行定量分析,为植被恢复提供决策依据。 他们将排

土场土壤的全氮、pH 值、有机质和电导率等参数与

土壤反射光谱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SPOT5 相应波段影像灰度值建立了 pH 值、有机质

及全氮等土壤参数的预测方程,获得了较高的精度。
1. 3摇 对采矿沉陷地复垦的监测

采矿活动引发的地面沉陷在地表上表现为凹陷

盆地形态,多为低缓开阔的勺形洼地,其四周略高,
中间稍低,边缘与非沉陷区逐渐过渡,其间一般没有

明显的界线[14]。 部分地段因采区相连,若干个沉陷

坑连为一体,形成大的沉陷区[14]。 对于地下水水位

较浅的地区,在凹陷盆地内大多会出现大面积的积

水,使沉陷区成为湖泊、湿地。 对于采矿沉陷地的动

态扩展研究,可以通过对多源、多时相航空遥感数据

的叠加分析进行。 通过对研究区遥感影像处理、判
读,根据沉陷地及其积水区的形态特征,初步圈定沉

陷地范围及面积、积水区范围及面积等,再对研究区

进行走访调研,结合野外踏勘进行验证,最终圈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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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沉陷地范围。 许多学者[3,14 - 15] 使用多时相、
多源遥感数据,通过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遥感资料

综合处理以及室内解译与野外验证相结合的方式,
准确地获取了采矿沉陷地、积水区范围及面积等信

息,可以较直观、准确地确定采矿沉陷区的范围、面
积、形态及动态变化等特征,进而为采矿沉陷的预防

和治理提供可靠依据。 有学者[16] 根据地表温度分

布的异常会在热红外遥感图像上出现热或冷的响应

原理,利用 ETM + 热红外波段数据,借助遥感分析软

件,对遥感图像进行主成分分析、拉伸增强及密度分

割等,从而将采煤沉陷区地下水信息从影像中提取

出来,为地下水储存空间变化规律的研究提供依据。
由此可见,利用遥感技术可及时、快速、准确地

掌握采矿沉陷区的范围、面积、形态、动态变化等特

征以及复垦情况,为解读矿区沉陷规律,进行矿区灾

害评价及制定生态综合治理方案、评价微生物复垦

效果等提供科学依据。
1. 4摇 对复垦区重金属污染的监测

矿山复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矿山塌陷区覆土

具有适种性,从而达到恢复植被的目的。 而覆土的

营养状况及其受重金属、酸污染的程度是影响复垦

区植被适种性的主要因素[17]。 对于矿区重金属污

染的监测,可从矿区土壤、水体和植物 3 方面入手。
以研究区复垦土壤、水体和植物为研究对象,利用光

谱分析方法探究其中重金属含量和光谱反射率之间

的关系,建立利用地物光谱反射率估算重金属含量

的预测模型。 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物

理光谱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实时多源遥感数据,
根据研究对象重金属污染的影像特征,结合依据地

物光谱数据建立的重金属污染信息遥感模型,对图

像进行增强处理,得到重金属污染区的增强图像,利
用野外光谱数据和实测数据进行验证,从而对矿区

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并进一步修正预测模型。
实践证明[6,18 - 20],土壤、水体和植被的高光谱反射

特征和影像特征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重金属含量,
从而实现研究矿区重金属污染程度的间接测定。

2摇 微生物复垦技术的研究进展

微生物复垦技术借助向新建植物接种微生物,
在改善植物营养条件、促进植物生长发育的同时,利
用植物根际微生物的生命活动,使失去微生物活性

的复垦区土壤重新建立和恢复土壤微生物体系,增
加土壤生物,加速复垦土壤的基质改良以及自然土

壤向农业土壤的转化过程,使生土熟化,提高土壤肥

力,从而缩短复垦周期[21]。
微生物复垦技术是目前国内外矿区复垦技术的

主要研究方向,该技术在国外受到较大关注并有较

快发展。 近几年,我国在微生物复垦技术方面的研

究发展也较快,其应用于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具有成本低、适用性强、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发展前

景良好。 目前,矿区复垦多采用植物 - 微生物联合

复垦技术,在改良土壤基质的同时,提高复垦植被的

抗逆性,加快矿区环境的修复进度,促进矿区生态环

境的改善,盘活矿区废弃的土地资源,提高采矿活动

在生态、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效益。
2. 1摇 对煤矸石环境的改良作用

煤矸石是采煤业排放量最大、污染最严重的固

体废弃物,是矿区最主要的固体污染源[22]。 裸露的

煤矸石山占用大量耕地,其硫分含量高,其中的硫化

物成分在空气中进一步氧化,引发自燃,产生 SO2 和

H2S 等有害气体,严重污染空气、土壤和水体,诱发

滑坡、泥石流或矸石山爆炸[23] 等次生地质灾害,造
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煤矸石主要污染源为煤矸石中含有的高硫化合

物,若煤矸石被雨水淋洗,将产生酸性废水。 酸水渗

入地下后会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污染,致使植被恢

复困难。 因此转化并脱出煤矸石中的硫,不仅可以

减轻污染,而且还有利于植被的恢复[24]。 综合有关

文献,若微生物技术与适当的工艺相结合,对脱除煤

炭中的无机硫均有较理想的效果。 毕银丽[24] 等利

用试验室自主分离筛选出的氧化硫硫杆菌浸泡煤矸

石,在 21 d 内使煤矸石的脱硫率达 28. 3% ; 唐

云[25]等亦利用氧化亚铁硫杆菌处理煤矸石,可使煤

矸石中硫由原来的 8. 47%降低到 1. 62% ,降硫率为

80. 87% ,其中无机硫降低了 83. 96% ,有机硫降低

了 63. 85% 。
有研究表明,微生物在对煤矸石环境的改良方

面起着积极作用。 谢英荷等发现,接种菌根菌的三

叶草对煤矸石的进一步风化起到明显的促进作

用[26]。 Feng[27]等发现,丛枝菌根及根外菌丝在生

长过程中向根际及菌丝际不断分泌酚酸、有机酸等

多糖类物质和酸性物质,能直接促进土壤团聚体的

形成。 可见,微生物能够促进煤矸石风化,改良土壤

结构,固定废弃物等,从而使植物有一个较接种前更

好的生长环境,成长速度加快,并形成良性循环,对
改善煤矸石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28]。
2. 2摇 对采矿沉陷地的治理作用

采矿活动引发的地面塌陷是矿区生态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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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地面塌陷造成的地表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以及土地荒漠化等给矿区生态环境以

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29]。 开采

沉陷使地面出现塌陷坑、塌陷漏斗,导致土壤肥力和

水分丧失,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使采空区边缘地表

附近出现裂缝,增加了土壤侵蚀和表土流失强度。
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采矿沉陷导致覆

岩及地表破坏,含水层水位下降,地面下沉,加剧了

土地沙漠化。 矿区的开采沉陷对矿区自然环境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绿色植物逐渐减少,野生动物的栖息

环境遭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 在低潜水位地区,采
矿沉陷虽不至于给土壤和水分带去有害物质,但可

使土壤中水分增加,pH 值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微生

物的生长繁殖[30]。
对采矿沉陷地进行复垦时,一方面要利用微生

物改善复垦土壤的性状,提高土壤的养分含量,挖掘

基质的潜在肥力,使其适宜农作物和其他植被的生

长; 另一方面要通过微生物的菌根作用,改良植物

生长的基质条件,扩大植物根吸收面积,促进植物根

生长,增加宿主植物对磷及其他营养的吸收,分泌激

素刺激作物的根系发育,提高宿主植物在不利环境

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近几年,有学者尝试利用菌根对采矿沉陷地进

行环境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张合兵[31] 等在焦

作煤矿区采煤塌陷地上采取生物复垦措施对复垦土

壤进行改良,结果表明,采用生物复垦措施后,复垦

地土壤结构明显得到改善,土壤容重明显降低,理化

特性得到改善,试种作物的产量比土壤改良前明显

增加,基本接近普通农田的水平。 杜善周[32] 等在神

东煤矿区塌陷地上接种丛枝菌根真菌 5 个月后,系
统地研究了菌根对向日葵植株的生长发育、对土壤

性状改良以及根际微生物种群数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接种区植物生长明显好于对照区,地上部叶片数

和干重都明显增加,菌根植物的根系发育状况良好,
植株干重提高,籽粒产量增加,菌根植物根际土壤磷

和钾含量呈有效性增加,微生物数量明显增多,取得

了较好的菌根生态效应。 毕银丽[29] 等以矿区塌陷

地土壤为基质,通过人为接种丛枝菌根真菌来挖掘

基质的潜在肥力,研究结果表明,接种丛枝菌根真菌

的实验处理对植物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
显著地提高紫穗槐的生物量,对矿区塌陷地土壤具

有一定的改良效应。 岳辉[33] 等以神东采煤沉陷区

种植的紫穗槐接种丛枝菌根真菌为研究对象,分别

进行了 16,25 和 28 个月的监测,并对接种菌丝密度

与土壤有效磷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证明,接种

菌根真菌能够在宏观上有效地促进紫穗槐的生长和

发育,在微观上改良植物生长的基质条件。
2. 3摇 对重金属污染场地的修复作用

当前,矿山及其周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源于重

金属的污染,由于超标的重金属离子的存在,造成矿

区污染土壤上植被修复难以实施。 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传统治理方法成本高,难度大,不适于大面积的矿

山废弃地的修复[34]。 在自然环境中,微生物的代谢

活动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和降低土壤重金属污染,
因此微生物修复成为研究热点[34]。 微生物修复主

要是利用微生物对重金属进行生物溶解[35]、固

定[36 - 37] 和生物转化[38] 来实现对重金属污染的治

理。 微生物对重金属的溶解作用是通过微生物的直

接作用或代谢所产生的小分子有机酸改变重金属所

在环境的 pH 值,释放处于吸附态和化合态的重金

属离子[39]。 微生物细胞膜带有多种阴离子官能团(
如羧基、巯基、羟基等),通过细胞的络合、胞外沉淀

以及胞内积累吸附重金属阳离子[40]。 同时,微生物

还可通过氧化还原作用、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作用将

有毒性的重金属转化成无毒或低毒状态[41]。
国外在该领域起步较早,成果较多[42 - 43]。 我国

金属矿区众多,开采历史悠久,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

严重,不少学者也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高玉

倩[44]等利用八宝景天和丛枝菌根真菌联合对铅锌

尾矿污染进行修复,结果表明,在接种了微生物丛枝

菌根真菌后,接种处理的八宝景天对铅锌有较好的

吸收效果,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尾矿中的重金属含

量。 李自刚[45]等通过研究发现,Au 和 Cd 重金属离

子的复合污染使土壤微生物群落丰富度降低,而外

源耐 Au 和 Cd 的土壤 ZZMZ 微生物修复菌剂的添

加可提高微生物对单一碳源底物的利用能力和增加

利用不同碳底物的微生物数量,从而减轻重金属污

染引起的金尾矿区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下

降。 针对矿山土壤重金属含量高、极端贫瘠、pH 值

波动幅度大、保肥持水能力差及易侵蚀等特点,对于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生物修复当前多采取植物 -微生

物联合修复技术。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菌根修

复[46 - 48],因为菌根是土壤中的真菌菌丝与高等植物

根形成的一种联合体,菌根修复只是植物 - 微生物

的联合修复的方法之一。

3摇 遥感技术在微生物复垦中的应用潜力

矿区微生物复垦应用的实践表明,微生物复垦

·91·



国摇 土摇 资摇 源摇 遥摇 感 2014 年

能够提高矿区植被的抗逆性,扩大植物根系的吸收

面积,增加植物对磷及其他营养的吸收,改善植物根

际环境,改良矿区土壤基质,从而促进矿区植被生长

和生态环境修复。 根据微生物的作用原理可知,微
生物是在植物根系及根际土壤中大显身手的,而其

最终复垦效果则是通过复垦植被的生长状况以及微

生物复垦土壤理化性状的改良反映出来。 高光谱遥

感技术的出现,实现了将微生物发挥作用的微观活

动通过一种高新技术宏观地表达出来。
与传统方法相比,遥感技术快速、实时、宏观的

特点为植被生长和土壤状况的监测提供了新方法;
与传统的多光谱遥感或宽波段遥感相比,高光谱遥

感[49]不仅能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各类植被、土壤的

光谱特征及其差异,还能实现对某些植被生化参数

和土壤理化性状的定量测定。 因此,可以运用遥感

技术,尤其是高光谱遥感技术,结合微生物复垦的特

点,对微生物复垦后的植被生长和土壤改良进行监

测,从而实现对矿区微生物复垦效果的监测和评估。
在复垦工作开始前,可以先利用遥感影像圈定

研究区矿渣石山、排土场、采矿沉陷地和重金属污染

场等目标区域的范围和面积,借助研究区土壤的反

射光谱数据和理化性状实测数据,定量分析土壤的

理化成分; 然后,根据当地气候、地质条件与土壤特

性,以遥感技术提供的信息为指导,选择适宜的菌剂

和植物种类对待复垦区域进行植物微生物复垦。 在

微生物复垦过程中,可利用遥感影像获取微生物复

垦区域的植被指数和植被覆盖度信息,持续了解复

垦情况; 同时结合复垦植被的反射光谱数据,实时

监测微生物复垦植被的长势,根据需要对复垦植被

进行必要的施肥护理和种植方案调整,提高复垦质

量; 微生物复垦前后,利用遥感影像对比分析研究

区植被指数(NDVI),计算植被覆盖度的变化幅度,
在大尺度范围内了解复垦进度和成效; 最后,利用

高光谱数据和遥感影像再次对研究区土壤和植被生

化参数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植被和土壤理化性质的

动态监测,对微生物复垦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和快

速、高效、科学的评价。
对于矿区的主要污染物质,如酸性废水、煤矸石

的高硫化合物和重金属,可利用地物光谱数据和遥

感影像间接估测污染物含量,为矿区矿渣石山、重金

属污染场等的复垦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在矿

区植物微生物复垦全过程中,可利用高光谱数据与

遥感影像动态监测复垦区域土壤、水体和植物的硫

化物、酸性物质或重金属含量在微生物作用下的变

化情况,以及复垦后的植被营养状况和受污染物质

胁迫变化形势,从而为矿区污染的监测和治理提供

实时、可靠的依据。

4摇 结论

1)应用遥感技术可获取复垦区域面积、范围及

土壤理化性状等基础信息,为微生物复垦技术的实

施提供依据和指导。
2)矿区采取微生物复垦后,可利用遥感技术实

时、动态监测复垦情况,以便对复垦方案和措施进行

适时调整。
3)根据微生物复垦区土壤、植被和土地利用类

型等遥感监测数据,可高效、快速地对微生物复垦效

果进行科学评价。
4)日臻成熟的高光谱遥感技术和微生物复垦

技术的结合将在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环境修复中具

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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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microbial reclamation

CHEN Shulin, BI Yinli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icrobial reclam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oal mining. Remote sensing,
especially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can rapidly and precisely determine the growth status of plants in the fiel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il properties, thus providing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implementation of microbial
technology to land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habilitation in coal mi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d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o monitoring the plants recovery, reclamation of waste dump of tail slag and
subsidence and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reclaimed area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technology to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of coal wastes, managing mining subsidence land and restoring land polluted by heavy
metals. Some ideas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pplied in microbial recla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hich coul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guideline for quick, accurate and undamaged
monitoring of growth of plants reclaimed with microorganism and estimation of microbial technology implemented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oal mi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nd reclamation;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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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译全景世界,工程化遥感解译又出新利器

摇 摇 随着我国国产遥感卫星创新发展,综合运用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手段也不断创新,新一代的工程化遥感解译

系统———解译工厂(analyze factory)日前推出。
2014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景天地 2014 用户大会暨第五届 eCognition(易康)中国用户大会冶上,北京全景天地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解译工厂的发布。 该一体化软硬件集群系统可实现各种遥感“大数据冶的快速解译分析,从而实现了从

影像到信息的工程化、智能化生产。 据介绍,该系统采用了“多源影像解译知识库冶专利与“工程化影像解译技术冶2 项核心技

术,并综合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与德国 eCognition 等技术团队的研究成果,经过 6 年磨砺、3 次重大突破精心打造。
近 10 年来,北京全景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在信息提取、变化检测、目标识别等应用领域一直积极推动遥感影像的智能分析

和解译,经过不断研究创新,突破了大量技术难关,已在环境监测、国情普查、农情监测、土地执法、灾害评估等重点领域中实

现了海量影像的工程化生产,推动了我国遥感应用的技术发展和应用创新。

(全景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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