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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更加严峻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挑战，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孕育的风险也愈来
愈多。
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定位与导航等为代表的现代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在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等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现代卫星遥感技术具有覆盖范围广、速度快、适应性强和信息丰富等特点，其在应急响应和军
事应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会议上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lob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GEMS），30多年来极大满足了全球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利用、环境
保护和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等需求。
遥感技术与装备也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并大大提升了战场态势感知、指挥通信、精确作战等方面的
能力。
例如，随着遥感技术与装备的应用和发展，“侦察一跟踪一决策一打击”的作战链大大缩短：在海湾
战争中，美军空袭从发现到攻击目标需要3天；在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时间缩短到2小时；阿富汗战争
时这一时间进一步缩短到19分钟；而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一时间控制在10分钟。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也特别设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到2020
年重点发展基于卫星、飞机和平流层飞艇的高分辨率先进观测系统；形成时空协调、全天候、全天时
的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对地观测数据中心等地面支撑和运行系统，提高我国空间数据自给率，形成空
间信息产业链。
随着对地观测卫星的陆续发射，每天都可以获取TB级卫星数据，数据获取能力提高和数据处理能力不
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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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多样化并发任务条件下，多平台、多传感器、多时间分辨率、多空间分辨率和多频谱分辨率遥感
数据及其处理服务的广泛共享、有机聚合与高效协同问题，本书系统介绍了面向任务的遥感信息聚焦
服务理论与方法，包括遥感信息共享的多维动态全局逻辑模型——遥感信息球模型，以及基于此模型
的任务理解、语义搜索与动态聚合的服务方法等，并结合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应用需求详细介绍了典型
的遥感信息聚焦服务流程与主要技术内容。
    本书可作为地球空间信息学及相关学科的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教学、生产和管
理等工作的参考书，也可作为本科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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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现代空间遥感技术得到了空前
发展。
20世纪地球科学进步的一个突出标志是人类能够脱离地球而从太空观测地球，对地观测技术已成为国
际上太空竞争的重要热点之一。
现有的高空间、高光谱、多时相、全天候的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已使人类第一次能够将自己赖以生存
的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观测和研究，为地球科学的研究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龚健雅，2007）。
人类正面临着人口急剧增加、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灾害频繁发生、恐怖事件愈演愈烈等严
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迫切需要利用对地观测技术提供实时动态的地球空间信息，这为对地观测技术
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已将航天对地观测系统列入重大专项。
到2020年，国家计划投入2000多亿元建立天基信息系统，届时在轨运行卫星将达上百颗，具有准实时
、全天候获取各种空间数据的能力，并逐步形成集高空间、高光谱、高时间分辨率和宽地面覆盖于一
体的卫星（群）对地观测系统。
对地观测系统的数据获取与信息处理涉及地球科学、信息科学、空间科学和认知科学等众多领域，需
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聚集多领域的专家，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地表物体的反射及散射特性、大气传输模型
、地物成像机理与波谱特性、地球空间关系模型、空间信息采样定律、地球空间信息统一基准、遥感
影像自动几何定位、地物目标自动识别、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以及空间信息智能服务等一系列理
论与方法。
如何快速地对获取的对地观测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和自动信息提取、及时获得知识、充分发挥对地观测
系统的使用效能，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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