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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看于天地感知于未来——记核地研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06-3-24 

     科技日报2006年3月23日报道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资源、环境是保持我国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资源勘查、环境监测和管理的任务十分艰巨。“视界更大，世界才更大！”这是时常响彻在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
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人脑中的一句话。从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一个遥感专题组起步到建成遥感信息与图像
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30多年的岁月中，一双双天目与一个个数据在天地与方寸之间无声地运行着“数字
地球”的轨道，凝聚着一代代科研人员的心血。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专题组的科研人员就开始应用陆地卫星MSS数据研
究地质构造及铀矿分布规律，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开始探索TM图像的处理及应用，先后进行了铀、金等矿
化地段的评价，总结出与矿化有关的遥感信息解译规律和方法。1985年，所开发的一项成果一时引起国人的关
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纷至沓来，动力滑翔机航空物探和航空摄影系统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在
该领域的空白。这项成果实现了在整个航测过程中空中无人操作、自动测量，为我国广泛应用小范围、大比例尺
航空摄影技术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再接再厉，开发出适合于铀资源勘查的以航放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图像数字综合技
术。经部级专家会评审，认为“该项研究成果有效地扩大了多源地学信息综合技术的应用领域，是我国多源信息
综合技术的一个新发展，不论在开发深度、还是应用水平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科学的探索一旦有了开始，就没有止境，科研人员发现多光谱航天遥感图像(MSS、TM、SPOT等)在地质勘查
中有明显不足：一是在植被覆盖区区分岩性的效果差；二是除裸露区外，只能借助成矿环境的分析来间接找矿。
因此，严重影响了卫星遥感图像在地质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为了弥补上述不足，采用光谱（卫星遥感数据）
与能谱（航空放射性测量数据）结合的途径来提高航天遥感数据的应用效果，研制出了一种光-能谱集成的新类
型图像。这种图像既有多光谱航天遥感图像地形信息丰富、立体感强、便于定位和解决地质构造问题的长处，又
有能谱便于区分岩性、蚀变现象和铀矿化的优点。利用这种光-能谱融合图像，在多个试验区进行了研究，不论
是在地质填图的探索、成矿构造的确定，还是在找矿靶区的优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从而利用信息的互补效
应，更有效地发挥了航天遥感信息在铀资源勘查中的作用，为植被覆盖区的地质填图和放射性生态环境制图探索
出新的途径。  
    遥感信息的应用，既包括遥感信息本身的应用，也包括遥感信息的延伸应用。实验室的刘德长研究员等在国
内首先提出了后遥感应用技术。它是在从铀资源勘查的角度对遥感信息应用进行新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新理念。后
遥感应用技术是一项专门研究遥感信息及其延伸应用的技术。它是指将遥感技术与传统地学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
相结合的信息深化应用技术。其内容涵盖信息处理、解释、分析、表述和应用等一整套方法技术系统。目标是最
大限度利用信息资源，实现数字勘查。根据后遥感应用技术提出的论据与内涵，将虚拟现实技术与铀矿地质信
息、环境信息、目标特征等相结合，提出了虚拟专题信息环境的概念，建立了一套虚拟专题信息环境的三维可视
化技术方法。在铀资源勘查领域，提出了铀资源虚拟勘查。该技术将可能深刻改变现有铀资源勘查方式。在后遥
感应用技术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砂岩型铀矿断隆成矿的新观点和构造-地球化学障控矿新模式，为铀资源勘查
提出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遥感定量化研究是当前国际上研究热点之一。1997年，实验室在国内首次进行了1∶500航空遥感制图实验，
并开展了航空遥感数据定量化的辐射校正、几何校正技术方法研究；同时，实验室获取了大量岩石、矿石、土
壤、植被、水体的地面光谱数据。开展了铀资源、生态环境等特征光谱识别的技术方法和定量化应用研究工作，
提取了铀资源成矿要素的特征光谱信息，为实现利用遥感技术进行铀资源快速勘查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为我
国发展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的卫星传感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分辨率定量化遥感技术研究和应用水平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建立了由航天遥
感—航空遥感—地面遥感相结合的集数据采集、信息处理和分析应用的一条龙科研体系，并不断开拓遥感技术应
用的新领域，在铀资源勘查、环境监测与评价、三废治理、石油勘查、城市规划、目标识别等方面取得显著效
果，使其在国内众多的遥感技术研究机构中独树一帜，颇具影响。在先后承担的70余项国家级、部级重点科研项
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40多项，多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为国
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科研核心竞争力是实验室运行管理的两大主题。实验室系统的编制了“十一五”和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人才知识结构配置、人才培养计划、学科建设规划等，实验室积极落实“竞争、评价、监督和
激励”机制，采用“引进、开放、联合、流动”的管理模式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高级专业人才，为实验室和谐、稳
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验室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方式，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多次派
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交流，邀请国内外遥感专家到实验室进行学术讲座；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委托，为发展中国家举
办了遥感和多源遥感信息技术培训班；承担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遥感信息处理技术研究任务和遥感找铀的国际合
作应用研究项目。 
    2005年以来，创办了“周末学术论坛”，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学术氛围。实验室拥有一支年轻化的高素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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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具有团结和奉献精神的科研团队。一个“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的科研风气已经形成。赵英俊
等人先后获得国防科技工业“百名优秀博士、硕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地质学会银锤
奖”、“北京市青年学术论文优秀奖”等光荣称号。“作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强调加强应用基础和开拓性应用
研究，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创新性，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实验室副主任赵英俊博士这样告诉记
者，“我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国内相关领域的著名院士和专家学者组成，我国遥感界的学术泰斗陈述彭院士为
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们为实验室的科研方向和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撑。 
    21世纪的遥感应用必将更多的关注资源，关注生态和环境，关注动态监测与评估。今后，实验室将大力加强
遥感应用技术的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工作，并将遥感技术与研究领域密切结合，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技术方法系
统，集成科研能力与成果，为我国未来的遥感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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