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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地球所发布全球农情遥感评估报告

  文章来源：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1-20 【字号： 小  中  大 】 

  11月20日，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数字农业研究室研究员吴炳方

所带领的科研团队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全球农情遥感速报（中英双语版）》。该报告评估了全球粮食主产区和主要

产粮国2012-2013年小麦、玉米、大豆与水稻的产量，并对粮食主产区与主产国的环境和生产要素进行了细致分析。

未来，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将面向全球同步发布中、英文季报。 

  《全球农情遥感速报（中英双语版）》的首次发布，为全球与各国粮食贸易提供了重要而透明的农情信息，标

志着中国成为少数几个开展全球农情遥感监测的国家，有利于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合作。 

  2011年，20国集团（G20）成员发起全球农业监测计划（GeoGLAM），致力于增强全球粮食与大豆信息的透明

性。最新的《全球农情遥感速报》是GeoGLAM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对G20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做出的首次系统、全

面的贡献。 

  粮食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需要及时准确地了解粮食产量信息。当前，只有少数国际组织与国家开展全球农情监

测与分析，报告将增加全球农情信息的可靠性与透明性，为全球各国提供另一个独立的信息获取途径。与国际同类

监测系统相比，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主要采用遥感数据进行评估。在此次发布的报告中，充分利用了国产风云

(FY-2/3)气象卫星与环境一号卫星(HJ-1)遥感数据，凝聚了农情监测课题组多年自主创新的监测方法。 

  吴炳方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的定量与定性的作物监测指标与产量估算模型，其中部分指标首次用于全球

评估。如本次速报首次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开展了定量的环境因子定量分析。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在监测全球粮

食生产形势的同时，更关注全球粮食安全，这是此次监测范围扩展至全球主产国之外其他国的重要原因，如非洲的4

个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 

  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致力于提供准确与及时的全球粮食产量信息，力图为中国政府与国内用户提供独立的监

测信息，也愿意为众多的依赖粮食进口的贫困国家提供农情监测服务。这些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开发与运行先进的

农情监测系统。 

  吴炳方科研团队从事农情遥感监测工作近20年，开发研制了全球农情遥感速报系统。该系统是基于遥感和地面

观测数据建立的一个独立评估国家及全球尺度的作物长势、产量及其相关信息的农情监测系统。经过多年的运行、

开发和升级，逐渐形成了兼顾中国农业种植特点与全球主要产粮国种植模式的农情遥感监测技术体系以及规范化、

系统化的运行流程，是国际上领先的三大农情遥感监测系统之一。作为该系统的重要成果，15年来累计发布中文版

《全球农情遥感速报》90期，监测精度在95%以上，年度间的相对误差在1%以内，为国家有关部门的粮情判断、粮食

调控等科学决策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的依据。监测结果也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地球观测组织、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关注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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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与东南亚潜在生物量距平图 

欧洲中部和俄罗斯西部植被健康指数距平聚类图 

全球农业生态区温度指标图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