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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平台遥感数据的构建及其在空间信息数据链中的地位

潘强，孙建中，张杰，陈爱丽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上海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办公室,上海200032

摘要： 

上海基础平台遥感数据是承载城市空间信息的基础性数据，在上海市众多行业的政府部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础

平台遥感数据构建的总体思路是要体现时效性、全面性和少投入、多受益的优点。多个环节构建的基础平台遥感数

据采用3种方式对多类对象进行发布和推广应用。实践表明，基础平台遥感数据在空间信息数据链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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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EMOTE SENSING DATA OF THE BASE PLATFORM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DATA CHINA

 PAN Qiang, SUN Jian-Zhong, ZHANG Jie, CHEN Ai-Li 

Shanghai C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 Information Center,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the Shanghai base data platform constitute the basic data that contain the 
urban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the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idea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mote sensing data of the 
Shanghai base data platform. Having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several links,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the Shanghai base data platform are issued in three way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users. Practi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the Shanghai base platform occupy a key basic position in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data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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