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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遥感自动化监测的研究 

陈启伟，车向东 

甘肃正昊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天水 

【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工业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都将成为现代科技应用的重要基础,而遥感

技术则将成为人们在大数据处理环境下获取数据资料的主要手段,它在人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围也

将会更加广阔。由于遥感技术的不断创新,可收集的信息在容量上不断扩大,在信息种类上也越来越丰富,而这

就必然会对大数据分析的信息自动分析和数据挖掘提供更多的技术需求。也正基于此,本文将从当前遥感大

数据分析的主要技术特征出发,对数据自动分析和数据挖掘的主要技术特征进行简要分析,以探索当前遥感

大数据分析的主要技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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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roduction autom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will become people in the big data processing environment to obtain the main 
means of data, it will be used in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s society will be broader. Due to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collected is expanding in capacity and becoming richer in 
information types, which will inevitably provide mor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automatic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of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remote sens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briefly analyze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automatic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ain techn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remote 
sensing big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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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信息与互联网领域的通讯技术也

取得了迅猛的成长，同时在我国的数据基础设施也进

行了发展，在全国的数字已经呈现了极速上升的模式

中。在这些前提下，由于原有的信息处理手段已适应

了不现实的社会管理要求，所以就必须通过对大数据

处理的自动计算与数据挖掘，来达到社会对数据的合

理共享与使用。目前大数据处理科学技术已形成了一

种跨信息科学、综合社会科学和网络科学技术的新兴

交叉学科，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1 遥感大数据的特征 
在其特点的基础上，首先具有着海量的特征。遥

感大数据处理的数据也具有着海量的特点，并且对着

现代遥感技术的深入开发，比如现阶段当中的高清晰

度和高动态范围的新型卫星传感器技术，在单位时间

内就可以获取到更高的大数据量；其次还拥有了各种

信息异构的特性，也就是说在大数据分析生成过程当

中所依赖到的服务系统之中会产生的各种状态，都需

要由各种各样的大数据中心来完成并提供的，而且在

逻辑架构上和组织方法上也呈现出着多样化的特征；

此外，还拥有数据信息多源头的特性，集中体现在数

据信息的源头以及捕捉资讯的手法等几个方面，是能

够具备各种信息获取形式的，包含全球的观察网络点

所接受到的即时资讯，还有一般民众手中的用户端的

个性化资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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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处理性质中，往往首先涉及多维的性质，

而且由于遥感大数据处理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了一

个综合性的特征，所以在大数据处理中的多维性质也

就比较愈来愈多了，主要体现在所涉及的空气角度、

时间角度，还有频谱角度等。同时还具备多小量性的

特征，形成了遥感技术数据处理的主要优势，也就是

说在整个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过程当中，就能够按照

不同的遥感技术和相对应的技术条件，而做出适当的

调整，从天空和时间等方面也体现出多大小量的优势
[1]。此外，还具备非均衡性的特征，由于在遥感技术

中大数据广泛的获取渠道以及物理性质，从大数据物

理的角度来分析时，也就形成了一定的非平稳特点，

具有分布参数和规律随机变化的特征。 
2 遥感航测技术构成 
遥感航空测量技术，通常是指通过无人机技术对

配送土壤实施低空飞行，并通过航空摄影方法对土壤

实施摄影反馈，以便于农业科研工作者更准确了解土

壤的详细信息，而遥感航空测量技术则通常包括了土

壤测量、无人机航拍技术、飞机摄影技术，以及数据

传输技术等[2]。地面管理一般是指在无人机的飞行路

上，对地面航空目标进行管理与调度操作，并同时提

供飞行路线、航行信息、飞行器的航迹图等资料，以

便于合理的管理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飞行情况。而

无人机航拍技术同时也是遥感空中测控技术的空中

控制核心，由地面基础控制器、通信装置、机载飞控

设备等所组成。航拍摄像关键技术的内容是根据不同

的监测环境选择正确高效的遥感传感设备，包括高清

晰数字摄像机、侦测地雷达传感器、气象传感器等。

而数据传输技术，则需要在无人机航拍技术的飞行技

术和地面监测技术之间实现数据连接，并以此使得二

者之间的数据可以实现高效传输，并以此保证了遥感

航测工作的完成。 
3 遥感大数据的自动分析 
3.1 数据表达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在大数据产生中，它所包

含的语义数据意义也将更加丰富和多样，而以往的大

数据语言表达技术也将难以实现对遥感技术中数据

意义的准确把握，所以，在大数据的高度智能体系建

设中，技术领域就必须进行对信息表达方式的探索创

新。因此在地理监测中，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对地理位

置在不同粒度、不同方位、不同时相在等各种探测空

间中的投影，来对已获取的遥感大数据进行表达[2]，

进而为地理研究对象提供了光谱、纹理、结构等方面

信息，进而增强了遥感数据分析在地理监测中的有效

性。 
3.2 数据检索 
在智能化信息处理的新环境下，遥感大数据应用

也不断地向着智能化管理的新需求方面发展，在智能

化信息检索模式下，根据遥感方式下所收集的各类交

通网络信息以及对地籍、大地控制等重要专项工作数

据的管理需求变化，通过各种智能化信息检索的需求，

人们可以迅速地从中获得重要数据，在信息处理流程

中，已有的地理资源和遥感资料业务链之间还存在着

动态的信息处理能力，如此就可以进行大数据的业务

协同优化。 
基于自动化查询的特点，可以实现能够通过大量

遥感信息来满足用户兴趣爱好，针对其中的遥感信息

模块进行各种查询和处理，这才能提高遥感大数据处

理的效率。但由于相关信息技术的开发，在遥感大数

据中可能包含更丰富的观测信息，数据间所存在的差

异、数据冗余性等都可能形成一定的冗余数据，利用

这种数据就可以从中找出与遥感信息的差异，从而最

大限度上提高了数据处理质量。 
3.3 数据理解 
在从遥感数据到具体的认知过程中，语义认知上

的巨大鸿沟也需要跨越，因为目前在遥感自动分类的

过程中，数据处理，特别是在底层数据处理和知识库

生成之间的基本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和"，这导致了

认知对象在数据挖掘中难以实现，知识库的形成受到

了自然的限制。有鉴于此，在构建遥感信息认知体系

时，应统一管理大数据特征、分析目标、理解场景等

内容，提高遥感大数据的语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

需要进行多元统计分析，根据多途径、多场景、多尺

度的原则，进行多元语义信息输出。 
3.4 数据云系统 
通过大数据云的遥感技术，能够把多个领域的遥

感信息实现最有效的集成，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多行业

应用的遥感云产品和服务体系，从而能够将传感器和

天上捕捉到的大数据，利用软件的功能和集成实现最

有效的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进而帮助客户在短距离内

获取最有效的服务。 
4 遥感大数据的数据挖掘 
4.1 遥感大数据的挖掘过程 
在生态遥感的数据挖掘流程中，这个流程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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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可视化、信息整合等阶段，都带有鲜明的

大数据分析特色[3]。在数据挖掘流程中，对大数据分

析资源库进行筛选，以获取更丰富的信息集。借助于

对不同数据集特征的深入研究，我们就能够针对不同

的特点建立大数据集群。在这样的大数据集群中，会

针对不同大数据管理的特征建立不同的评判指标，可

以保证以下大数据标准。之后，利用大数据挖掘可以

获得不同规格和标准的不同大数据分析信息。在以后

的大信息可视化过程中，也能够根据各种信息可视化

准则，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信息的大数据整合。 
根据上述遥感的信息挖掘技术，可以通过可视化

模型，或者通过各种直观的表现形式，优化系统的感

知流程，让使用者能够直观得到自身需要的遥感信息，

从而可以据此获得重要信息。基于这一特性，对遥感

大数据后的数据挖掘还能够反映出遥感信息检测的

特性，从而能够选择不同的检测标准并加以完善。 
4.2 遥感大数据的综合挖掘 
遥感大数据与广义遥感大数据之间的综合挖掘

过程，通过这些方式的运用，一方面可以与其他统计

方法建立良性的相互促进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很好地

发现和收集其大数据中的变化信息等信号。在广义空

间遥感数据分析中，存储成本也很高，同时在分析数

据处理能力上也出现了严重不足的现状，使得在现代

社会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已经不会发挥非常重要

的意义，因此，必须采用其他更加自动化的大数据智

能管理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对其空间和地理分布的

大数据资源进行发现和筛选。在空间视觉数据挖掘环

境中，在处理和提取智能信息时，需要对分布在空间

中的图像信息进行智能识别，从而合理识别正常和异

常情况。在空间信息的探索中，主要目的是通过统计

方法、聚类方法、归纳法和云理论等多种综合研究方

法和技术，从空间信息中提取隐藏的有用信息。在遥

感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中，不仅可以应用到地理上不

同尺度和方向的变化，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对未知信号

进行很好的识别和发现，从而促进我国科技的蓬勃发

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 遥感自动化监测手段在地理国情监测中的实

践 
5.1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应用日益精细 
近年来，中国建立了 31 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

包括 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5%，该省的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 46.2%。2018 年，

政府发布《国家生态建设红线规划》，确定全省国家

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18150.34 km2，约占全省陆海统筹

国土面积的 13.14%[4]。“十二五”（2011-2015 年）期

间，利用大范围精确的卫星图像，增强了各重点保护

区的遥感监测功能，建立了易于监督的环境保护体系。

系统实现了从地表反演建模、环境系统自动定位、环

境质量评价指标遥感数据提取、生态系统评价等重点

项目，注重对环境遥感监测评价分析的深度融合，逐

步形成了重点环境调控，重大环境问题在精细监测领

域的应用。一方面，利用 ZY-3 卫星等多评价遥感数

据源对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区进行监测评价，为省级环

境补偿转移项目评价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强调与地

理学、气象学、景观生态学的交叉结合，努力对城市

化扩张、环境治理等长期影响较大的热点问题进行持

续的跟踪监测与评价[4]。 
5.2 国土调查测量应用 
在第三次全国土地信息系统调查工作中使用遥

感航测技术时，必须重视全国土地信息系统调查监测

的工作质量，它对精度要求相对较高，而且工作实施

困难度很多，还必须充分保证调查监测工作的信息真

实性和准确度。在遥感航测技术实施时，还必须重视

对无人驾驶航空器所配备的影响拍摄设备和信息监

测设备的安全性，还必须使用专业性高与自动化、信

息化能力强的先进技术装备，以共同搞好二者之间的

配合工作性，以便于保证能对目标区域进行精确高效

的调查监测工作。遥感航测技术也能够根据国土信息

系统调查要求的不同，选用相应而合理的处理方式，

例如，倾斜影像测量技术和正射影像测量技术的使用

可以保障不同的调查任务需要，在实地影像监测中灵

活运用，使土地信息系统调查工作能够更高效地进行，

并确保调查结果品质良好。但在实际应用遥感航测技

术时，还必须对场景应用加以考察，并对实地资源优

化分析，认真考察可能会存在的突发问题，并采取适

当预警措施，以防止出现因重大的数据判断失误而导

致的重大风险发生。 
5.3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应用匹配要充分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当前以国家生态环境部为用

户的环境遥感监控在轨卫星共四颗，另外七颗环境监

测的后续运载火箭也已经批准并立项，目前在我国层

面上已建立了能同时接受多颗卫星信息的地面配套

基础设施，并安装了数据库、储存装置、图形工作站

等一些先进的硬件设施。而目前由各地区投放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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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总体上还处在研究与发展过程，出现高端缺失、

低端过剩、频段配置无法充分适应观测需要等问题。

但环境遥感监测数据则大多通过国内大型企业的发

行或订购方式，获得的渠道受限，时效性、针对性欠

缺。应用价值尚未充分挖掘，硬件建设与产业应用的

配合程度不足。例如，对于太湖等省份主要湖泊的土

壤（水）富营养化程度和藻蓝蛋白的遥感检测，目前

全球和国内的粗地面分辨率 Sentinel-3 只设置了

620nm 等特征峰带。鉴于此，我们根据国家大气环境、

地表水、土壤、海洋等典型方面的特点，积极规划省

级环境保护网、国家陆地、自动空站网、PM2.5 与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重点网格高度和谐的生

态环境监测卫星项目工程，以形成更具优势的遥感卫

星业务功能。同时，可邀请地方政府部门、社会企业、

科研院所等单位共同投入，对卫星发射、参数测控、

轨道信息、数据交换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真正建立

起对自然环境和能源动态变化的全过程、高精度、可

视化监测技术。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不断的开发进程当中，目前的遥感

资料的类型以及规模都将呈现飞速上升的发展模式，

在许多领域和行业当中都已经进行了关于遥感大数

据分析的探索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阶段研究当

中必须对遥感大数据的基础知识进行了应用化的转

变，进而实现对遥感大数据的自主研究与数据挖掘能

力，以促进科学数据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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