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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与中国的海路及陆路连

接最近的国家，东盟国家的部分贸易将通过越南

转口中国，而中国也将通过越南转口到其他东盟

国家。如果越南充分发挥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

桥头堡作用，必将有利于推动中越两国贸易的发

展 # " $。由于遥感监测具有覆盖范围宽、周期短、成本

低和时间序列长等优点，成为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

监测研究中的重要技术手段 #% & ’$。越南作为一个农

业国家，其自然资源的高效管理和动态监测对其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 "()* 年遥感被首次引入

越南，遥感 +,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 -., 技术已被

用于多个省份和应用领域。以往，/011 123++ 和

405., 数据主要用于越南遥感应用中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6/78 亚太环境评价计划 6/78 9 718: 18
;7<=>?@<AB<C 1DDBDDAB<C 8?@E?FAAB G@? 1D>F F<H CIB
8FJ>G>JK，利用 /011 123++ 影像数据，在对越南

进行土地覆盖遥感分类研究时，采用 5BG@L?<M 于

"((’ 年提出的分类系统，从区域尺度上分析了越

南的土地覆盖信息，监测和探测生态系统中重要的

植被类型以及土地覆盖主要时空变化区域 #N$。越南

科技学院的 /ELMB< 5><I 5L@<E 基于马里兰大学

研发的 405., N** A 分辨率的 ’% 天全球合成影

像数据库，采用 "((O 年自主研制的 -1,P 算法，分

类策略采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Q8 的土地覆

盖分类系统，探讨了高时间分辨率和中等空间分

辨率的 405., 数据在越南土地覆盖分类研究中

的应用价值和潜力 # R & O $。本文首先总结越南遥感的

发展历程和使用的主要遥感数据源，分析遥感应

用中存在的限制因素，论述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

的重要作用。最后，对比美国 SF<HDFC T4 和中巴地

球资源卫星 PQ7+, 数据的技术指标，探讨 PQ7+,
数据在越南资源与环境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 越南遥感的发展概况

%U " 发展历程

越南的遥感工作起步于上世纪 )* 年代初期，

经过 %* 多年的发展，遥感技术已经在土地利用、

海岸带管理、自然资源调查、工程规划、灾害防治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越南资源和环

境管理方面的重要工具之一 # ) & ( $。本文按照年代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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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总结了越南遥感的发展概况。#$ 世纪 %$ 年代，

遥感技术通过国际合作项目首次被引入越南。联

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为越南森林调查与规划研究所和越南科

技研究院提供了两个国际合作项目，其主要目的

是加强遥感数据在越南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应用能

力。最初的影像处理工具主要是 )*+, 和 &’( 项

目提供的 ,-./0121. 系统（法国制造）和 31415.16 系

统（原东德制造）。在 )*+, 项目中，印度作为主要

合作伙伴培训越南遥感人员，数据方面以美国

7869:85 ; <== 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源。

事实上，遥感技术引入越南是在经济互助会

（>(<?>(*）国家的 @65-.A1:B1: 项目框架内。该项

目的第一批前苏联模拟影像被用于土地利用和森

林测图中，结合野外辐射测量和定标，在越南的几

个实验站上开展研究。随后，经互会 >(<?>(* 的

瓦解导致越南应用研究项目半途而废。然而，越南

遥感技术发展的真正转折点是与国家的 +1/ <1/
政策紧密联系的。在与西方国家进行遥感项目合

作中，起源于越南与法国在 #$ 世纪 C$ 年代开展

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DCCE 年，加拿大遥感中心与

加拿大空间局雷达公司实施了 F214-=’3 项目，越

南参与了该计划的运作。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雷达

数据已成为越南水稻监测和洪灾管理应用中最受

欢迎的数据之一。#$$E 年，地球观测计划（,?(）与

法国 (+’ 合作在河内市建立地面接收站。主要用

来接收 =,(G、’=’3 和 <?3@= 数据，满足覆盖越

南和区域研究的遥感数据需要。为不同的应用部

门建立了 D" 个数据用户系统（+)=）网络。其中，河

内自然科学大学成为 +)= 网络中唯一的学术机

构。

最近，越南政府制定了 #$#$ 年的空间技术发

展计划（<8:5-. ,286），并于 #$$H 年 D 月在越南科

技研究院 I’=G 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所。该计划明

确提出了空间技术发展的优先策略，即优先发展

农业、林业、城市化和灾害管理。<8:5-. ,286 强调

大学在培养遥感专业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

在越南的大学里开设遥感课程。此外，越南政府要

求越南科技研究院为满足民用研究需要实施小卫

星观测计划。一旦小卫星投入运行，越南希望可以

加入 +<>J+/:8:5-. <16/51./6K >16:5-2285/16 L活动。

#M # 越南遥感应用部门

遥感技术自从被引入越南后，就被广泛用于越

南应用领域和研究部门。遥感技术主要应用于热带

森林资源监测、土地利用制图、林业制图、土壤侵蚀

制图、环境监测和自然灾害监测等。越南遥感应用

部门主要有自然资源和环境部（<(*3?，N55OP #
QQQM B16.-M K1RM R6）、 自 然 资 源 和 环 境 信 息 中 心

（>@3?*，N55OP#QQQM 0/.-6M K1RM R6）、越南土地管理

研究所（I@3@7’，N55OP #QQQM R/./28M 80M R6）、地图出

版 社 （>,S， N55OP # 48691M 01BM R6 T ?6KR: T ?6U
KR:M 8:O）、 越 南 测 绘 局 J+(=<， N55O：# QQQM
91:BM K1RM R6）、越南环境保护局（*?’，N55OP #
QQQM 6-8M K1RM R6）、越南气象和水文研究所（@<S，

N55OP #QQQM /BNM 80M R6）和越南地质和矿业部门

（+F<I，N55OP#QQQM 9KBRM K1RM R6）等。从上述越南

遥感应用部门可以看出，这些部门和研究机构主要

从事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监测和灾害防治等领域

相关的研究项目。

#M V 遥感应用主要数据源

由于越南没有自己的遥感数据，在进行遥感

应用时主要采用 *(’’ ’IS33 系列数据、法国的

=,(G 和美国的 7869:85 <== T G< T ?G< W 系列卫星

数据、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 数据。

（D）*(’’ ’IS33 系列数据。目前，’IS33 影

像有两种全球尺度的数据：*(’’ 全球覆盖数据

（F21482 ’.-8 >1R-.8K-，F’>）和 *(’’ 全球植被指

数数据（F21482 I-K-585/16 @69-X，FI@）YD$Z。该数据的

优点是时间分辨率较高，可达到 D [ # 天的覆盖频

率，有利于减少云的影响，获取更多的可用数据。缺

点是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较低，算法没有进行

水汽校正，影响定量遥感 YDD ; D#Z。主要应用是利用

*(’’ 气象卫星资料和苏联卫星资料进行热带森林

资源监测以及大范围的土地覆盖动态监测等。

（#）法国的 =,(G 和美国的 7869:85 <== T G< T
?G< W 系列卫星数据。主要优点是空间分辨率较

高，可识别的地物类型较丰富；缺点是时间分辨率

较低，可获取的低云数据频率不够。可使用数据比

较少，没有进行系统的、大面积的校正。主要有从

泰国地面站引进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和法国 =,(G
卫星资料编制 DP " 万土地利用图。

（V）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 J<19-.85-

实践探讨·国际合作促进越南遥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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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3.4*&-$)$3 5数据。空间分

辨率为 678 9 :888- 的 ;<=,0 数据兼顾以上数据

的优缺点，但在系统订正方面比较好。主要优点是

具有中等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和重访周期

短（6 9 ! 天不等）的特点，能够用于观察地球表面

和大气状况。主要有越南土地覆盖制图、土地覆盖

动态监测、洪灾监测及分析等。

6> ! 应用遥感技术的制约因素

越南处于东南亚热带季风区，高山和高地占

据了整个国土面积的 ! ? 7，因此采用传统的野外调

查和人工作业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遥感技术的引进，增加了数据获取的精度，减

少了野外作业的时间，提高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变

化监测的工作效率。然而，越南遥感应用也存在着

许多制约因素 @ :A B。主要制约因素是：（:）遥感数据

的短缺。由于越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所有的数据

只能在干季获取，导致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不能

获取同步遥感数据，并且不能获取一年中不同时

间段的数据。（6）处理遥感数据的硬件和软件资源

不足且比较落后，使得数据处理的精度和效率不

高。（A）大部分的遥感应用波段主要集中于可见

光，而热红外、微波和雷达则应用较少，严重制约

了遥感技术在越南的应用。

A CDE#0 数据用于越南的

潜力分析

对比上述 FGH## 和 ;<=,0 数据，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 CDE#0（CI*+. JD3.K*’ E.3)I #$%&(32$% 0.)$’L
’*)$）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较高的时间分辨率，

可以提取更多的地物类型。CDE#0 是中国与巴西

合作研制的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卫星。:MMM 年

CDE#0 J 8: 星发射后，CDE#0 系列卫星的成功发

射和连续稳定运行，结束了我国依赖国外陆地遥

感卫星数据的历史，为我国资源环境研究提供了

连续、稳定的数据源。除覆盖和运用于我国领土

外，CDE#0 卫星数据还被广泛运用到周边国家，如

朝鲜、蒙古、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越南、乌兹别克

斯坦等 @ :! B。相比 N.+4%.) O; 卫星，CDE#0 具有有

效载荷多和价格低的特点。表 : 是 CDE#0 J 8: ? 86

卫星
比较项 !"#$% & ’( ) ’* +,-./,0 12

光谱范围 P!-5

电荷耦合器件摄像机

P CC= 5

红外多光谱扫描仪

P ,#;00 5

D8:：8> !7 9 8> 76

D86：8> 76 9 8> "8

D8A：8> "A 9 8> "M

D8!：8> Q" 9 8> M8

D87：8> QM 9 8> RM

宽视场成像仪

PST, 5

:> 77 9 :> Q7

6> 8R 9 6> A7

:8> ! 9 :6> 7

空间分辨率 P- 5
多光谱和红外：A8

热红外：:68

CC=

,#;00

重复观测周期 P天 5

幅宽 P U-5

:"

:R7

ST,

CC=

,#;00

ST,

CC=

,#;00

ST,

D8:：8> !7 9 8> 76
D86：8> 76 9 8> 7M
D8A：8> "A 9 8> "M
D8!：8> QQ 9 8> RM

D87：8> 7: 9 8> QA P全色 5
D8"：8> 78 9 8> M8 P全色 5

D8Q：:> 77 9 :> Q7
D8R：6> 8R 9 6> A7
D8M：:8> ! 9 :6> 7
D:8：8> "A 9 8> "M
D::：8> QQ 9 8> RM

全色和多光谱：:M> 7
短波红外：QR
热红外：:7"

67R
6"
6"
7

::A
::M> 7

RM8

表 : CDE#0 J 8: ? 86 与 N.+4%.) O; 数据主要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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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数据主要指标对比。

从表 + 中可以看出，,-./0 数据具有如下特

点：（+）光谱覆盖范围宽，包括可见光、近红外和热

红外波段，与美国陆地卫星 )* 光谱波段相似。（1）

空间分辨率高、中、低并举，最高空间分辨率为 12
米，与法国 034) 卫星的多光谱波段相似。另外，

,-./0 卫星的重复观测周期为 15 天，但由于 ,,6
相机具有侧视功能，侧视范围为 7 819，对同一地区

的最短观测周期为 8 天；由于广角成像仪 :;< 覆

盖宽度大（为 =>2?@），重复观测周期仅为 A 天；我

国北京、广州和乌鲁木齐 8 个资源卫星地面接收

站都可以接收该卫星的数据，有利于获取成像质

量较高的影像。由此可见，,-./0 卫星在越南自然

资源管理和动态监测领域的应用潜力很大。

! 结 语

在资源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应

建立良好的政治和长期稳定的资源贸易伙伴关

系，采取多种合作渠道，充分利用邻国的资源优

势，形成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补资源贸易。然而，

我国对世界资源的科学研究仍然很薄弱，需要加

强对世界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研

究。从越南遥感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际合

作和遥感数据共享极大地促进了越南在遥感数据

接收、分发、处理和应用水平等方面的提高。然而，

越南在 12 多年的遥感应用中，表现出应用遥感数

据效率较低且不甚科学的不足。在以后的遥感应

用中，越南应结合本国的需要和遥感应用现状，进

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遥感数据共享，尤其是与亚

太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交流遥感技术，促进本

国遥感技术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随着我国 ,-./0 地球资源系列卫星的发射，

其上搭载的 +>B A@ 分辨率的 ,,6 数据、全色波段

的 +2@ 分辨率数据、1B 85@ 高分辨率数据 C/ 以

及后续即将发射的卫星携带的高光谱成像仪数据

和合成孔径雷达数据 0D/ 将为我国的资源环境的

监测和世界资源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融合数据

源，也可以为越南的资源环境研究提供良好的数

据支撑。然而，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数据用于世界资

源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地理区位和气候

特征，研究针对 ,-./0 数据的高效处理算法，扩大

,-./0 数据在世界资源研究中的应用范围，提高

,-./0 数据的地类提取精度。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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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本刊讯 # 月 $$ 日，第十二届科博会“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

主题是“城乡一体化下的城市环境建设”。由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联合主

办，是国内首次举办以城市建设为核心命题的国际性论坛。

论坛主要通过经验交流和对话，探讨、解决城乡一体化下城市环境建设中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立足“人文”、“科技”、“绿色”三大理念，展望城市环境建设政策，交流经验。其主旨演讲围绕城

市环境建设的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展开。

“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论坛”围绕城乡一体化下和谐城市的战略构想，就打造全社会参与的

创新 $% & 模式、信息化城市视野下的城市管理创新、建设资源循环型低碳宜居城市等热点话题，

从环境建设宏观政策、奥运城市运行与环境建设的经验、城乡环境建设和管理水平发展的关系、

推动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公众参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展开高层对话，分别从统

筹城乡发展建设的新发展、信息社会下城市管理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等多个角度，阐释在推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中解决城市环境建设的各种问题，提升城市运行与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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