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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感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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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所所长） 

        一、什么是遥感 

  顾名思义，遥感就是遥远的感知——具体地讲就是从飞机或者卫星平台上来感知（主要是“看”）地球表面状

况。例如，大家经常看电视天气预报里的卫星云图，和在报上报导的侦察卫星，都是遥感。 

  为什么要“遥远地感知”呢？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需要宏观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2、不同的

现象、格局，需要不同的观察尺度。3、要了解事物的变化过程，找出规律，需要高频次长时期的观测。4、遥感同

时也是“越级感知”。逐级上报汇总的数据通常都有水份。例如洪灾的受水面积，上报的数据会偏大，林火的过火

面积，上报的数据总是偏小的，等等。如果通过遥感技术，准确地了解全球的大豆产业，就能预计期货的价格，减

少经济损失。类似这些地方都需要遥感。 

  再以汶川震灾中遥感的应急为例来说明遥感的作用： 

  第一，遥感为部署抗震救灾提供了灾情现势评估。一是反应快速，卫星支持，密集成像，自主卫星快速成像，

航拍、直升机、无人机快速成像。二是快速判读，辅助决策，技术支持。判别房屋倒塌，判别道路和桥梁损毁，对

救灾的部署、救灾物的放置、救灾区的划定，都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二，遥感为震区提供了次生灾害预警。1、减

小了因为地震引起的堰塞湖等次生水文灾害可能对灾民和救灾人员造成的危险；2、减小了因为地震引起的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可能对灾民和救灾人员造成的危险；3、评估灾区重要潜在污染源的安全状况，为灾区人民



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第三，遥感为灾后重建规划提供了基础数据。1、城镇灾后重建，如都江堰。2、流域、河道

的梯级规划。3、农、林业建设、生态重建规划。 

  二、资源生态环境遥感信息服务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对地干涉体系，包括长期稳定运行的卫星对地观测体系、风云气象卫星系列、资源卫星系

列、海洋卫星系列（另外还有尖兵卫星等侦查系列）四大系列，马上就将建立起排险减灾的第五大系列。 

  国家级资源生态环境遥感信息服务体系，已经形成五个层次的国家级资源生态环境宏观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国

家级、部委级、省级、区域级、市县级。 

  三、生态环境遥感意义及应用 

  地貌过程和水文过程是传统地理过程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内容，各种营力作用下形成的地貌形态和地形单元以及

流域水循环的过程与机理是主要的研究方向。以往的重点领域集中在地球表面各种形式、各种形态的水体在形成和

改造地球表面的作用，强调地理过程是一些自然过程。 

  人类活动的强烈干预推动地球系统演化进入了“人类世”的新纪元，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运行的影响赶上甚至

超过了自然变化，地球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至少过去25万年）速率变化，地球系统进入一个未知的演化方向和

轨道。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活动及其所导致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为生态系统格局、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导力量。人口

和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环境快速变化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压力。土地利用改变了全球生态系统格局与结

构。土地利用扩展使物种灭绝速率比自然背景值提高2－3个数量级，全球物种多样性降低40％。耕地扩展在北温带

地区已开始下降（或达到极限）。人类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水资源与水循环。1960年以来，对地表径流人工控制能力

增长了3倍；水库蓄水量达到湖泊和河流的3－6倍，利用了近一半的可利用水资源，水资源利用每10年增加20％。 

  四、鄱阳湖流域遥感综合观测试验 

  本次试验围绕江西“山江湖工程”，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这一中心问题，选择森林（以人工林为主）、

农田、湿地、水体等典型地物，开展多种地表基本参数、生态参数、水热通量等的野外观测。本次试验的主要目的

是：1）验证李小文院士主持的973项目所建立的地表参数遥感反演算法的精度；2）研究地表参数的尺度转换；3）

为地表过程模式的校正和验证提供地面实测数据。总之，本次试验加上同时进行的调查与已有资料的收集等将为定

量分析“山江湖工程”对局地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提供数据基础。观测地点主要在江西省泰和县千烟洲生态试验站

附近。观测时间是2005年9月28日-10月30日。 

  山湖工程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江西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了“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了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继续保护提高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科学发展经济，

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以湖区为抓手，把经济抓上去，是非常及时的。 

 

版权所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赣ICP备13000388号 网址：http://www.jxsky.org.cn 电子邮箱：webmaster@jxsky.org.cn  

地址： 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649号 邮编：330077  联系电话：0791-88592414    传真： 0791-88596284     网站地图 

您是第 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