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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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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智慧城市建设背景

“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

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

——中共十九大报

告节选。

首次把“数字中国”上升到党和国

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是习近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城市”建设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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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领域

交通信息实时采集、汇总、
分析、发布

智慧交通

整合数据实现企业信用监管、
宏观经济监管、基础设施监管

智慧监管

可穿戴设备、电子病历、远
程医疗、移动支付

智慧医疗
智慧政务、智慧网络、智慧

养老

智慧社区
数据开放、权力公开、政务

协同

智慧政务

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实现教
育资源平衡

智慧教育

整体城市管理、环保监测、交
通管理、应急指挥

智慧安防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大数据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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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卫星遥感和大数据结合
卫星遥感大数据：通过各种卫星遥感技术获取的遥感数据集具有典型的大数据特征，基于这种

认识，以海量卫星遥感数据集为主，综合其他多种来源的辅助数据，运用大数据思维与手段，聚焦
于从多种来源、多种介质、多种频段、多种分辨率的海量卫星遥感数据集中获取价值信息的理论、
方法、技术与活动的统称。



P7

李德仁院士：遥感数据

的多源化和海量化意味

着遥感大数据时代已经

到来。遥感大数据已大

量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

周成虎院士：2016巴

西里约奥运会，使用了

遥感技术做安保，可以

说遥感技术已无处不在，

人类已经进入了遥感大

时代。

1.4 遥感大数据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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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自然资源大数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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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质调查院于2018年成立陕西自

然资源大数据中心，2019年在中国地调局上

线发布。与我省“秦云工程” 形成大数据交换

共享机制，实现了“自然资源云”与全省22朵

行业云的数据共享。卫星遥感数据是自然资源

大数据中心的重要空间信息数据源。

2.1 陕西省自然资源大数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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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然资源陕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
自然资源陕西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简称“省卫星中心”)为省地质调查院直属的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自然

资源部在陕唯一的卫星应用省级节点。主要开展全省卫星影像数据统筹、数据分发、应用服务等工作。省卫星中心发展

态势良好，建设规模、技术力量、服务成效和工作业绩综合排名位列全国31个省级卫星中心第一方阵。



P11

卫星模拟仿真系统

2.3 卫星数据接收及处理情况

     陕西卫星中心作为自然资源部卫星中心在陕卫星遥感数据接收的唯一节点，实时接收国家卫星中
心15颗在轨卫星数据(包含光学、雷达卫星)，平均重访周期可达1周，已累计接收数据50TB，日均接
收量28GB，日处理量200余景。可快速获取0.5米级、1米级、2.5米级、10米级等各种分辨率遥感影
像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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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大数据在智慧城市
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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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增长边界控制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卫

星数据的高时间分辨率，获取的同一城镇影像图，分析对比出城市

的扩张速度和方向。

陕西某县城范围2005-2019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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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精准识别地物类
型，为城市建设过程中土地规划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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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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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数据的特殊光谱特性获取绿地覆盖信息及水资源分布信息。

城区绿地(绿色图斑)信息提取 城区水体(蓝色图斑)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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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数据结合地理空间数据开展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建筑、道路监测。

高层建筑空间分布（红色图斑为高度为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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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

利用多时相、高分辨卫星影像开展棚户区改造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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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垃圾渣土无序堆放点 垃圾堆放点影像特征 污染尘源堆放边界划分

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开展大型垃圾堆放点及污染尘源遥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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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表沉降监测(利用多期次雷达卫星数据进行叠加分析)

   两期数据叠加分

析

   深红色区域为形变程度较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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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卫星影像结合地形数据开展不良地质体（滑坡、泥石流等）遥感调查。

富县县城斜坡段地质灾害遥感解译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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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剖面及钻孔资料，构建了从地表到地下(依次为潜水含水层、浅层承压含水层、深层承压含水
层)水文地质特征的三维结构模型，建模深度300m，建模面积3714km2。

   基于国产
高分二号卫
星的水文地
质结构三维
表面模型

       在咸阳市城市地质调查中，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结合数字高程模型，生成典型地质结构的空间
三维模型，为全方位构建城市立体空间结构、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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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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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大数据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趋势
     随着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卫星遥感大数据要能够更好的服务

智慧城市建设，更多的需要将技术下沉，将技术与基础应用相结合，将数据与前沿技术相融

合，将成果与实际需求相匹配，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下：

1、拥有更丰
富的遥感数据

2、实现更精
细的表达

3、研发更先
进的方法

4、提供更全
面的信息

5、构建更全
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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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拥有更丰富的遥感数据

数据类型更加丰富，主要为多源遥感数据（不同平台、不同分辨率、不同

光谱分辨、不同时间分辨率）结合各种社会感知数据、实地观测数据等。

物联网

时空大数据平台

时空信息

政务信息
资源

空间地理信息

物联网感知
信息

在线的公众生活时空信息云服务

全域地理信息数据统
一获取、统一存放、统一服务

云计算

大数据

地理信息

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社会
管理、应急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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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更精细的表达

①不同维度表达：二维——三维；                ②不同专题信息表达：土地利用、环境评价….

③不同要素信息表达：建筑、道路、水系等        ④不同功能表达：商用、居住、绿地、仓储等

遥感大数据智慧城市

三维空间二维平面

表达分析专题信息

LiDAR

无人机遥感相
关
技
术

……

倾斜摄影

三维城市建模

城市土地利用实
现
目
标

……

城市环境评价

对单位地块图像
的实时获取
实景图像获取与
信息分析结合
DEM与GIS 系统
结合等

三维空间中各种几何、物理和社会经济信息复合

自然过程和人为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其资源环境响应成
果

智慧城市结构、格局和功能等更精细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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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更先进的方法

建立有效的城市地表
参数定量遥感模型，发展
更先进的参数反演新方法。

3

发展有效的多源数据

融合模型、多种信息综合

分析模型，以实现针对特

定任务的多源数据、资料

的综合分析。

2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的新理论、新方法（如深

度学习、迁移学习、集成

学习等），优化数据处理

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及

数据质量不够等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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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结合国家规划，卫星遥感大数据应用需要进一步转变

风险防控

预测

……

诊断性
研究

生态环境人口估算

能源消耗 人居环境城市扩展与
土地利用变化

城市环境分析 决策

城市环境健康评价

转变 经济分析

环境健康
评价

公共安全与
应急管理

扩展 景观生态

生态承载力

……

综合利用
长时序遥
感数据

从传统遥感城市分析应用，向数字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需求的遥感分析应用转变，从社

会经济因素分析扩展到人居、环境、社会、经济等全面综合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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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构建更全面应用模式

遥感大数据平台

以“数据+产品+共享”的服务模式，实现自动接入，精准定位，实时处理，按需共享，形成遥感大数据智能服务模式

服
务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构建卫星遥感大数据平台，实现多源遥感数据、
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综合管理，建立一套服务于智能学
习的专家知识库，生产满足城市建设中的实际需求各
类专题遥感信息产品，服务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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