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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与导航重点专项项目“星载在轨智能处理技术”研究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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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效性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灵魂，对卫星获取的视频/图像直接进行在轨智能处理，实现分钟级甚至秒

级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应用，是提升应急响应工作效能的核心技术之一。

由武汉大学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专项“区域协同遥感监测与应急服务技术体

系”项目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团队联合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了星载在轨处理应急响应技术体

系，突破了目标监测与跟踪、高性能处理、多任务调度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制了原理样机和工程样机，技术

成果进一步工程化后，在“吉林一号”光谱01/02星上进行了在轨试用，具备森林火点、海面船舶等目标的自

动检测功能。星上处理结果可通过我国自主导航系统发送给地面终端，极大提升了应急信息获取的时效性。

2019年3月21日，项目组开展了森林火点自主识别试验，在星上每秒处理500平方公里的中波红外图像，

对高温火点进行识别。星上在轨处理13秒后，地面终端接收到信息，结果显示湄公河流域区域发现多处高温火

点，经卫星图像人工比对验证结果正确（如图1所示）。

图1星载在轨处理获得的火点区域图像

2019年6月8日，在某海域进行了船舶自主搜寻试验。星上在轨处理3分钟后，地面终端接收到信息，显示

获取一艘大型船舶信息，该时刻目标区域影像及船舶区域如图2(a)、(b)所示（红色框为船舶位置），通过地面

比对验证，证明系统工作符合预期。

(a)

(b)

图2 星载在轨处理获取的船舶目标区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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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在轨智能处理技术成果在“吉林一号”光谱01/02星上的成功试用，提高了系统存储和数据传输的利

用率，大大提升了遥感应急信息获取的时效性，为未来卫星遥感应急响应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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