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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卫星遥感为主的天基技术具有宏观动态、快速准确等突出优势，已成为有效减轻灾害风险的重要手段。

本文针对现有空间减灾国际合作机制，从运行机制、数据政策、用户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基于开放科学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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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镌刻历史，奋斗书写恢宏。面对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拓奋进、沉着应对，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这艘时代巨轮奋楫扬帆，笃

定前航。广大科技工作者与祖国坚定同行，燃尽乌丝春华，织就科技强国铠甲。用平凡相守和

砥砺深耕，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昂扬奋进的时代洪流。在党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大背景下，科学数

据资源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正在影响和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科学数据资源管理领域作

为科学技术的原始性创新重要基地，日益成为推动创新成果共享和促进产业融合，加快发展现

代产业体系，助力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并不断取得长足的发

展和进步。

为系统呈现科学数据最新研究和应用成果，促进科学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共享共用和分

析挖掘，提高科学数据应用服务能力，本期专刊围绕“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研究，向各数据

中心及学术各界征集精选数据集案例、优秀服务案例和开放共享最佳实践相关内容，共收录文

章 12 篇，以期齐拓信息交流纽带，同创科技智慧平台，有效利用科学数据治理手段，为国家创

新发展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在征稿、组稿的过程中，获得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联合专刊

委员会的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为稿件高质量撰写、按时提交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赓续奋斗中书写。让我们致敬每一个平

凡而伟大的科技工作者。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我们必将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力量，咬定青山

不放松，风雨无阻向前进，书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时代篇章。

 ——本刊编辑部

科学数据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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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重大自然灾害数据提出应急响应框架，进而以中国GEO开展的减灾合作实践为例进行阐述，为形成自愿参与、全面

开放、公平透明的灾害数据合作生态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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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base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the outstanding advantages of macro, comprehensive, 
dynamic and fast. I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reduce disaster risk.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spa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s in disaster reduc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cluding operating mechanism, data policy,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a global natural disaster 
data emergency response framework based on open science. Then ChinaGEO Disaster Data Response (CDDR) 
mechanism is regarded as a best practice for disaster reduction, which provides an idea for the formation of 
volunteered, fully open, and visible disaster data cooperatio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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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灾害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重

大问题之一 [1]。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地震、洪涝

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上升，成为各国

发展共同面临的重要风险和威胁，给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

挑战。以卫星遥感为主的天基技术具有宏观动

态、快速准确等突出优势，可以贯穿于自然灾

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灾情评估以及灾害防

治的全过程，已成为科学认识致灾规律、有效

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支撑和保障。然而，灾害具有突发

性、渐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单个空间机构的

卫星数据获取能力难以满足重大灾害监测时空

覆盖范围的需要，通过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现

有卫星观测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人

类共同挑战的广泛共识 [2]。

本文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

标准规范和运行保障等方面，总结了主要空间

减灾国际合作机制经验模式，深入分析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基于开放科学的全球重大

自然灾害数据应急援助框架，并以中国GEO
灾害数据应急响应机制为例，介绍了该机制在

GEO合作框架下开展天基减灾的能力、举措及

成效。

1 现有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分析

1.1 合作机制

2000 年以来，全球和区域层面出现多个空间

减灾合作机制，如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

基信息平台（UN-SPIDER）、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业务卫星应用项目（UNITAR/UNOSAT）、空间

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CHARTER）、哥白尼应急

管理服务（CEMS）和亚洲哨兵（Sentinel Asia）
等，并在各自合作框架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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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

平台

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

（United Nations Platform for Space-based Infor-
mation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UN-SPIDER） 是 2006 年 第 61 届 联

合国大会第 110 号决议同意设立的长期项目。该

项目由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UNOOSA）负责管

理，在中国北京、德国波恩和奥地利维也纳分别

设立了项目办公室，并在全球设立了由国家空间

机构、民防机构、高校等组成的 26 个区域支持

办公室 [3]。UN-SPIDER的目标是在联合国框架

下，为世界各国及相关国际与区域组织提供技

术咨询与知识支持、组织能力建设活动等，以

缩短对地观测技术信息提供者与终端使用者之

间的差距 [4]。UN-SPIDER致力于通过知识平台

（knowledge portal）及时更新和提供大量空间技

术用于灾害管理的数据、工具、技术资料及机制

动态等相关信息，在推动信息共享的同时提高利

用空间技术支持灾害管理的意识 [5]。

1.1.2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业务卫星应用项目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业务卫星应用项目（The 
Operational Satellite Applications Programm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UNOSAT）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开展

国际重大灾害监测或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工作的专

家提供准确及时、高质量的快速制图服务。该项

目由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CERN）负责管理，

从 2003 年至今已经建立了一支由遥感、地理信

息系统、信息技术等多领域技术人员组成的支撑

团队，累计为 116 个国家的洪涝、地震、滑坡、

火山爆发、石油泄漏、化学污染等重大自然灾害

和人为灾害提供灾害快速制图、灾害损失数据统

计、灾情信息报告编制和产品发布等服务 [6]，并

面向各国灾害管理决策者和专业人员开展了一系

列培训活动，提高了他们利用卫星影像进行灾害

风险管理和防灾减灾应用的能力。

1.1.3 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

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Space and Major Disasters，CHARTER）

是 1999 年 7 月欧洲空间局（ESA）和法国国家

空间研究中心（CNES）率先提出、2000 年 10 月

加拿大航天局（CSA）签署加入、2000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 [7]。目前，签

署CHARTER协议的正式成员包括欧洲空间局和

隶属于法国、加拿大、印度、阿根廷、日本、中

国、德国、韩国、巴西、俄罗斯、委内瑞拉、美

国、英国、阿联酋等国的 17 个空间机构，承诺

共享的光学卫星、雷达资源、高空间分辨率卫星

达到 61 颗 [8]。截至 2021 年 10 月，CHARTER已

为全球洪涝、地震、滑坡、火山爆发等重大灾

害监测启动了 734 次应急响应。CHARTER具有

严格的职责划分体系、规范的启动规则和业务

处理流程 [9]。值班员（ODO）接到并核实授权用

户（AU）的灾害监测请求后，由紧急事务官员

（ECO）负责启动应急响应、安排调度国际卫星

资源为受灾区域成像，项目经理（PM）负责接

收各成员机构提供的卫星数据、联系增值产品加

工者（VA）向最终用户（EU）交付增值产品和

编写项目报告。

1.1.4 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

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Copernicus Emer-
gency Management Service，CEMS）是欧盟全球

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即哥白尼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面向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和其

他人道主义事件，为应急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和

相关群体提供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应急响应、

灾后重建等地理信息服务 [10]。CEMS由欧盟委员

会负责总体管理、预算执行、用户管理、机制启

动和运行管理等工作。该机制优先响应来自欧盟

成员国、欧洲民防机制参与国、欧盟委员会等授

权用户的灾害应急观测需求，数据来源以哨兵系

列卫星（计划发射 6 个系列 20 颗卫星，目前在

轨卫星有 8 颗）为主、商业和公益卫星共享数据

为辅。截至 2021 年 10 月，CEMS已按需无偿提

供超过 550 次应急响应快速制图服务和 112 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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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与恢复重建产品制图服务，也为洪涝、干旱和

森林草原火灾等 3 种灾害监测提供在线预警信息

服务。

1.1.5 亚洲哨兵

亚洲哨兵（Sentinel Asia）是在 2005 年 10
月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APRSAF）期间启动

的区域性减灾合作项目。该项目是由亚太地区国

家空间机构和灾害管理机构联合发起的，建立全

面的亚太地区灾害管理支持系统，以志愿形式为

亚太地区灾害管理提供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支持，其应用覆盖灾害管理各个阶段 [11]。Sentinel 
Asia提供的主要数据和产品包括卫星遥感标准数

据、深加工增值数据、现场拍摄数据、野火热点

数据、降雨（短期和长期）数据和其他授权共享

的数据。在Sentinel Asia框架下，成员国当发生

重大自然灾害时有权提出紧急观测请求，并获得

其他成员机构遥感卫星数据援助。同时，该机制

还成立了由特定灾害领域专家和科研人员组成的

工作组，针对洪涝、海啸和森林火灾等多个区域

性高发频发灾害提供实践指导。

1.2 存在问题

当前空间减灾国际合作机制呈现不断产生、

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但是也逐渐暴露出一系

列降低全球重大自然灾害数据应急援助针对性、

时效性和准确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现有机制大多是建立在政府间或国家卫

星机构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的，

这种契约式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成员对承

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而且成员的加入和退出有

严格的审批制度。在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共同的

推动下，越来越多具备不同优势力量、自主拥有

资源的单位和机构也有意愿参与灾害应急响应

服务工作。如何充分调动这些非成员机构的主动

性、积极性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上述机

制尚未给出具体解决方案。

（2）现有机制普遍实行用户分级分类管理

体系，对各类用户在机制启动和运行过程中的权

限有明确规定。当受灾国发生灾害时，唯有授权

用户可以直接提出卫星成像应急请求并无偿获得

遥感卫星数据援助，非授权用户不得不请求授权

用户代为启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一般用户只能

通过机制网站或公共服务平台获取相对滞后的信

息。未能充分发挥宝贵的对地观测资源的效益，

从而限制了天基技术本身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能够

支持自然灾害全面、系统监测评估的能力和潜力

的发挥。

（3）现有机制中强调灾害损失产品生产的标

准化、流程化和格式化，对交付给最终用户的产

品形式、处理级别、数据质量、几何精度有严格

的规范。但是不同国家对空间数据产品标准与规

范、产品种类、产品在灾害管理周期不同阶段的

针对性与可用性、产品精度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同

的，并需要自然地理背景数据、社会经济数据、

抗灾能力数据、历史灾情数据和本底影像数据等

多源基础性数据支撑。

2 应急响应框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

临，许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与社会挑战的规模和

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个学科、机构乃至国家

的能力，促使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开始向开

放科学范式迈进，开放协同、大众创新、知识共

享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科研活动中。

2000 年以来，以“自由、开放、合作、共

享”为核心理念的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

动蓬勃发展，在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为科学环境

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12]。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

放同行评审和开放教育资源的好处已得到证实并

得到广泛的认可。许多国家、机构开展了开放科

学相关的实践项目，各类宣言和计划推动了开放

科学理念的普及。

地球观测组织（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GEO）是目前国际地球观测领域规模最大、最权

威的政府间多边合作组织，自 2005 年成立以来

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协调和持续的全球综合地

球观测系统（GEOSS）。为进一步推动和顺应全

球开放数据的趋势，GEO发布了对地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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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原则实施指南 [13]。其核心内容：一是在默

认情况下，数据、元数据和产品将作为开放数据

共享，将其作为GEOSS面向公众开放资源数据

（Data Collection of Open Resources for Everyone，
Data-CORE）的一部分，不收取任何费用或不限

制重复使用次数，但数据重复使用时须遵守注册

和归属条件；二是如果国际文书、国家政策或立

法禁止将部分数据作为开放数据进行共享，则应

在对使用的限制最少且提供数据的成本不超过数

据复制和分发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共享；三是所有

共享数据、产品和元数据应尽量缩短延迟共享。

随着国际科学数据领域的科学数据管

理FAIR原 则“ 可 发 现（Findable）、 可 访 问

（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可重

用（Reusable）” 的 不 断 推 广 [14]，GEO在 2015
年发布了对地观测数据管理原则，从可发现性

（discoverability）、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可

用性（usability）、可保藏性（preservation）和可

监管性（curation）等 5 个方面具体指导地球观测

数据价值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达到最大化 [15]。上

述原则已经被包含我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社

会广泛接受并付诸实施。

面向联合国《2015—2030 年仙台减轻灾害风

险框架》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是GEO确定的四大优

先发展事项之一，GEOSS也将减少自然与人为灾

害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作为其九大任务中的首

要任务。笔者在参与GEO减灾工作具体实践中，

提出基于开放科学的全球重大自然灾害数据应急

响应框架，如图 1 所示。

（1）自愿性。该合作框架鼓励具有科技资源

和合作意愿的空间机构、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等

自愿加入灾害应急援助工作，依托自身的采集获

取能力、加工处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网络传

输能力等，以公益形式向受灾国提供灾情监测数

据、灾害评估产品和灾损统计报告等援助服务。

（2）开放性。该合作框架倡导在灾害应急阶

段（通常为灾害发生两周内），各种涉灾遥感影

像数据、基础地理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灾害评

估产品和灾损统计报告等遵循GEO数据共享和管

理原则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同提高全球重大自

然灾害防范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应急能力。

（3）公平性。该合作框架在积极参与人道主

义减灾工作、促进卫星数据公益应用的同时，推

动以数据论文的方式出版科学数据，规范数据引

用并对其进行跟踪统计与分析，解决传统灾害数

据共享中存在的知识产权模糊、数字资源标识等

图 1 基于开放科学的全球重大自然灾害数据应急响应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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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GEO全球重大灾害数据应急响应机制

核心问题，使得各方参与者都成为共赢受益者。

3 中国GEO应急响应实践

从 2016 年开始，在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

（GEO中国秘书处）领导下，国家综合地球观测

数据共享平台（简称“共享平台”）基于开放科

学倡导的自愿、开放、公平等原则发起了中国

GEO全球重大灾害数据应急响应工作，并逐步

将其确立为长效机制（ChinaGEO Disaster Data 
Response，CDDR）。与目前联合国、其他国际

组织、各国政府运行的各种减灾机制不同，该机

制应合作伙伴请求，面向国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突发的重大灾害事件，号召和组织各种遥感观测

者、分析者自愿发挥应急观测能力和加工处理能

力，通过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开展灾害前后数据的

获取、共享和分析，实现快速高效、公开透明、

平等共赢的人道主义灾害援助和技术支撑（图

2）。
目前，CDDR机制中应急响应的请求来源包

括以下组织机构：受灾国政府和代表政府的科研

机构，如GISTDA、INPE等；联合国相关机构，

如UNESCAP、UNITAR/UNOSAT等；政府间国

际组织，如GEO秘书处；非政府国际科学组织，

如CODATA、IRDR等；外交部或我国驻外使领

馆；GEO中国秘书处。

截至 2021 年年底，CDDR机制已先后为新

西兰、墨西哥、伊朗、伊拉克、萨摩亚、纽埃、

斐济、汤加、老挝、印度尼西亚、希腊、所罗门

群岛、巴西、莫桑比克、孟加拉国、巴布亚新

几内亚、乌兹别克斯坦、黎巴嫩、哥伦比亚、克

罗地亚、泰国、尼泊尔等 22 个国家的 30 次地

震、洪涝、台风、海啸、溃坝、火山爆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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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DDR已开展的全球重大自然灾害数据应急事件

时间 灾害事件 请求机构

2016 年 11 月 新西兰凯伊库拉地震 新西兰民防部

2017 年 9 月 墨西哥恰帕斯州地震 GEO中国秘书处

2017 年 9 月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地震 GEO中国秘书处

2017 年 11 月 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地震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伊朗国际地震工程与地震研究所

2018 年 2 月 南太平洋岛国吉塔台风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老挝溃坝 老挝科技部

2018 年 7 月 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地震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希腊阿提卡森林火灾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18 年 8 月 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地震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地震和海啸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海啸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所罗门群岛洪涝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19 年 1 月 巴西溃坝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

2019 年 3 月 伊朗洪涝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伊朗国际地震工程与地震研究所

2019 年 3 月 莫桑比克伊代台风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19 年 5 月 孟加拉国法尼台风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19 年 6 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火山爆发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20 年 1 月 伊朗洪涝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20 年 5 月 乌兹别克斯坦溃坝 乌兹别克斯坦气象局、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2020 年 9 月 哥伦比亚洪涝 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中国秘书处

2021 年 1 月 克罗地亚地震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21 年 1 月 斐济亚萨台风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2021 年 1 月 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地震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印度尼西亚山洪和泥石流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印度尼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局

2021 年 5 月 孟加拉国亚斯台风
国际数据委员会灾害风险研究数据治理工作组

孟加拉国贾罕吉尔纳加大学

2021 年 9 月 泰国洪涝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2021 年 11 月 尼泊尔雪崩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亚洲大洋洲综合地球观测计划区域能力发展中心

火灾、雪崩等重大灾害应急救援（表 1）提供快

速制图与数据产品服务，累计获取国内外 23 颗

卫星 530 多景遥感影像，制作相关专题产品 12
期，中国GEO被GEO列为全球最主要的 9 个灾

害数据贡献机构之一（亚洲地区唯一），CDDR
亮点工作连续 3 年入选GEO年度工作报告。2020
年，CDDR作为主要支撑机制的全球快速灾害制

图（Rapid Damage Mapping，RDM）工作被GEO
授予年度可持续发展奖（GEO SDG Testimonial 

Award），这标志着CDDR已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空间减灾国际合作机制。

3.1 运行流程

（1）灾害应急响应启动：国家遥感中心

（GEO中国秘书处）确认收到灾害应急请求后，

第一时间确定响应方案，并交由共享平台处理。

（2）发布应急启动通报：共享平台根据灾害

发生时间和地点、灾害类型、灾害程度、数据需

求范围等信息，加工整理成灾害应急启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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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渠道（函、邮件、电话、微信等）向共

享平台分中心和合作单位发布。

（3）本底存档数据汇交：共享平台分中心和

合作单位收到灾害应急启动通报后，对自有遥感

卫星数据、社会统计数据、基础地理数据进行检

查，并将符合条件的数据资源在应急启动后 24
小时内汇交至CDDR专题服务系统（包含明确的

数据政策条款）。

（4）应急观测数据汇交：共享平台分中心

和合作单位收到灾害应急启动通报后，对灾区

成像请求进行可行性分析和任务规划，并将符

合条件的数据资源在接收数据后 24 小时内汇交

至CDDR专题服务系统（包含明确的数据政策

条款）。

（5）灾情分析产品生产和发布：共享平台

通过CDDR专题服务系统向全球合作团队发布信

息，组织协调灾害分析团队共同开展灾情快速制

图和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并将结果及时提供给受

灾方。

（6）结束灾害应急响应：国家遥感中心

（GEO中国秘书处）根据实际情况，宣布结束本

次应急响应工作并进行总结。

（7）灾害数据集出版：本次响应结束后，共

享平台鼓励和支持参与减灾工作的数据提供者、

信息加工者等以数据论文形式将本次灾害数据出

版，利用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保护数据

作者的知识产权和有序流动。

3.2 典型服务效果

（1）地震灾害应急响应

2016 年 11 月，新西兰南岛中部地区发生 7.8
级地震，导致距离震中较近的小镇凯伊库拉主要

道路塌方、开裂以及发生滑坡等，数千名当地居

民和游客受困。应代表新西兰民防部的减灾机构

请求，CDDR机制第一时间协调吉林一号、北京

二号和风云三号等 7 颗国产卫星提供灾后数据，

数据量达 120 GB。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灾害与环境遥感团队完成了新西兰地震烈度

及受影响人口分布、极重灾区房屋、道路损毁及

次生灾害分布制图；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地球资源环境动态监测技术”项目团队完成了

北京二号数据的几何精校正产品加工，开展了震

源附近地震灾情卫星遥感评估及主要受灾区域卫

星遥感变化监测分析等工作。时任新西兰民防部

部长Gerry Brownlee表示，“自然灾害发生后，准

确的灾情信息对于有限的救灾资源的分配极为关

键，新西兰政府非常感谢中国提供的地震应急数

据援助”。

（2）泥石流灾害应急响应

2021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发

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应印

度尼西亚国家航空航天研究所（LAPAN）和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请

求，CDDR机制组织协调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仪空

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北京航天世景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等对重点区域安排卫星拍摄计划，生产加工

完成国内卫星应急数据覆盖图、社交媒体信息态

势感知图、气象灾害预警专题图、灾区山洪和泥

石流监测分析图等；发现东努沙登加拉省首府古

邦附近重大山体滑坡 3 处，提取滑坡面积约 8.13
万m3，及时为当地提供了决策支持（图 3）。

（3）洪涝灾害应急响应

2021 年 9 月下旬以来，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地

区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有 30 个府共 8 000 多座

村庄遭遇洪灾，大量民宅、农田和道路被淹，约

33 万户居民受灾。应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

会委员会（UNESCAP）和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

技术发展局（GISTDA）请求，CDDR机制紧急

协调国内多家卫星机构和商业公司对灾情最为严

重的彭世洛府、碧差汶府、那空沙旺府、素可泰

府编制应急观测计划，累计提供高分一号、海洋

一号C、海洋一号D、吉林一号等灾后数据 189
景，加工生产帕萨克河、楠府因河淹没范围专题

图 17 幅，数据量达到 88.16 GB（图 4）。CDDR
机制还基于我国在GEO框架下牵头发起的“地球

观测组织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灾害应急监测和制图

自愿行动”项目（VoRDM），与联合国训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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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UNITAR）等合作发布了《泰国洪涝灾害灾

情分析专题报告》。

4 结语

本文基于开放科学重点，分析研究了全球重

大自然灾害数据应急援助机制，探讨了中国GEO
开展减灾合作的实践。以CDDR为代表的开放科

学协调机制，重点在于构建和维护参与者之间的

良性生态，包含机构、企业、独立服务商、公众

在内的所有贡献者都可以为自己的自愿行为找到

合理的“回报”方式，而不是单一地强调承诺和

责任，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数据贡献者的主动意愿

和可持续动机问题。其成功实践也证明了GEO相

关数据共享开放和普遍参与原则、开放科学原则

等在补充政府间合作机制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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