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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令军、鹿海峰、李琪、赵文慧、王佳、张蔷、陈韵如、秦丽欢、苏日娜、王

涵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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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的技术流程、数据准备与预处理、信息提取、质量控制等。 

本文件适用于生态环境质量相关指标和参数的遥感监测，服务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612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GB/T 51346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CH/T 3020  实景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激光雷达测量技术规程 

CH/T 6003  车载移动测量数据规范 

CH/T 8024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DB11/T 1877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遥感监测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利用航天遥感、航空遥感、地面遥感技术对生态系统进行的监测，包括遥感数据的获取和预处理，

信息的提取与分析。 

 

生态系统格局 ecosystem pattern 

区域内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排列和组合，包括类型、数量及空间分布与配置。 

 

生态胁迫 ecological stress 

来自人类或自然对生态系统正常结构和功能的干扰。 

 

航天遥感 spaceborne remote sensing 

以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火箭等航天飞行器为平台的遥感技术。本文件中使用的平台主要为人造卫

星。 

[来源：GB/T 14950-2009，3.4，有修改] 

 

航空遥感 airborne remote sensing 

以飞机、气球、无人机等航空飞行器为平台的遥感技术。 

[来源：GB/T 14950-2009，3.3，有修改] 



DB11/T 2270—2024 

2 

 

地面遥感 ground remote sensing 

传感器位于高塔、车、设备支架等地面平台的遥感技术。 

[来源：GB/T 14950-2009，3.6，有修改] 

4 遥感监测技术流程 

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技术流程见图1。收集不同平台的遥感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生成多源数

据集；提取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功能、生态胁迫等指标和参数，服务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图1 生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流程图 

5 遥感数据准备与预处理 

航天遥感 

5.1.1 数据源 

用于定期获取评价区域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包括国内外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影像选择满

足以下要求： 

a) 数据质量：单景无云或云量覆盖低于10%，无明显噪声和缺行；重点区域不得被云、雾和季节

性积雪遮盖； 

b) 时相和频次：监测频次每年一次，时相为6～9月，可根据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频次进行调整； 

c) 空间分辨率：土地覆盖监测数据源分辨率不低于2 m，植被生态遥感参数、地表温度数据源分

辨率不低于30 m，可根据监测目标进行调整。 

5.1.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包括几何校正、影像融合和影像镶嵌等，分别满足如下要求： 



DB11/T 2270—2024 

3 

a) 几何校正：选择同比例尺或更大比例尺的基础底图作为校正基础，以景为单位，均匀选取待校
正遥感影像和基础底图上相匹配的、能正确识别和准确定位的地物为控制点，进行几何校正。

平原区拟合平均误差不超过1个像元，山区不超过3个像元； 

b) 影像融合：以景为单位，对校正后满足精度要求的全色与多光谱影像进行融合，融合后影像色
调均匀、反差适中、无重影、模糊、错位等现象，光谱特征还原真实、准确、无光谱异常； 

c) 影像镶嵌：对于需多景影像才能覆盖完全的区域，在重叠区域选取连接两边图像的拼接线进行
镶嵌。拼接线选择弯曲折线，两侧影像色彩变化较小。镶嵌后接边过渡自然，误差小于1个像

元。 

航空遥感 

5.2.1 数据源 

用于定期获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重要生态空间内人类活动干扰状况。航空影像获取

满足如下要求： 

a) 数据采集前进行区域资料收集、路线规划、方案设计和实地勘察等流程，路径规划实现观测区
域完全覆盖； 

b) 数据采集要求具有充足的光照度，能见度不低于5 km， 1000 m以下无云雾，风速低于8 m/s； 

c) 航向重叠度、旁向重叠度和飞行质量具体依据GB/T 39612的相关要求执行； 

d) 土地覆盖监测时，载荷为光学相机，空间分辨率优于1 m；地表温度监测时，载荷为热红外相

机。监测过程中可根据监测对象和内容选取对应载荷，或同时搭载多种载荷； 

e) 监测频次原则上为每年一次，在6～9月开展监测，可根据实际需求补充监测频次。 

5.2.2 数据预处理 

航空遥感数据预处理包括畸变差校正、影像拼接等，分别满足如下要求： 

a) 畸变差校正：基于原始影像和航摄传感器校检信息进行畸变差校正，减少影像数据的几何变
形； 

b) 影像拼接：根据任务载荷参数和姿态数据等信息，进行空中三角测量，生成正射影像，要求拼
接后影像清晰、数据完整。 

地面遥感 

5.3.1 数据源 

用于获取生物和生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激光雷达数据、光学影像、红外相机数据和物候相机数据。

数据获取分别满足以下要求： 

a) 激光雷达数据：激光点云数据完整覆盖待测目标，采用车载式、背包式等平台进行数据采集，
执行CH/T 3020相关规定。采集间隔均匀，点云密度、平面精度和高层精度要求执行CH/T 8024，

为构建地上生物量模型提供所需参数和地面验证数据，监测频次为每年一次； 

b) 光学影像：相机光学影像重点关注时间为植物生长季； 

c) 红外相机数据：数据采集要求镜头正对监测位置，朝向避开阳光直射，包含不同季节观测数据，
固定位置监测时长不少于60天； 

d) 物候相机数据：物候相机数据至少包含红绿蓝（RGB）彩色照片，可根据监测需求增加RGB+近

红外（NIR）波段单色照片。逐日数据获取时间段至少包含8:00～16:00，获取频率为每30分钟

一次或每小时一次，重点关注时间为物候期。照片无模糊、光线过强或过弱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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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数据预处理 

激光雷达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拼接、噪声处理和点云分类，分别满足以下要求： 

a) 预处理后的激光点云包含绝对坐标和时间信息，文件存储执行CH/T 6003要求； 

b) 数据拼接：将多条数据拼接成统一坐标系下的数据，同一区域不同测次、不同条带获取的点云
同名点平面位置中误差小于平均点云间距； 

c) 噪声处理：消除孤立点等异常数据，噪声去除率不低于95%，数据成果精度具体依据CH/T 6003

的相关标准执行； 

d) 点云分类：利用基于反射强度、地物形状等的算法组合，分离地面点和非地面点，利用软件自
动提取观测对象三维空间结构参数。 

6 监测信息提取 

生态系统格局监测 

6.1.1 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生态系统格局计算参数包括有水河流长度指数、水域面积指数、湿

地面积指数、河流自然岸线保有率、湖库自然岸线保有率、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类型数、生态用地

变化。计算参数含义及公式执行DB11/T 1877。 

6.1.2 监测指标 

生态系统格局监测指标为遥感解译得到的土地覆盖类型。 

6.1.3 监测要求 

生态系统格局信息提取包括以下要求： 

a) 采用卫星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不低于2 m，时相根据评价时间确定，针对具体类型可采用多

时相数据； 

b) 土地覆盖类型分布提取要求在土地覆盖分类体系构建基础之上，根据地物形状、大小、颜色、
纹理等特征建立地物解译标志库。按照“所见即所得”原则，进行自动化解译，并进行目视解

译调整，提取面状目标地物不小于100 m
2
，线状地物不小于10 m。分类基础之上，通过野外核

查检验遥感判读的准确率，并对结果进行修正与优化。见附录A； 

c) 以各行政区作为评价单元，分别提取对应的遥感监测指标。 

生态系统功能监测 

6.2.1 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生态系统功能计算参数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园绿地15分钟到

达覆盖率、林荫道路推广率、地上生物量等。计算参数含义及公式执行DB11/T 1877。 

6.2.2 监测指标 

公园绿地15分钟到达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监测指标为公园绿地斑块和居民区范围；林荫道

路推广率监测指标为道路和林荫道路分布；地上生物量监测指标为植被覆盖度、植被指数、树高、胸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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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监测要求 

生态系统功能信息提取包括以下要求： 

a) 公园绿地斑块提取采用卫星遥感数据，执行GB/T 51346中公园绿地要求，通过人工判读的方法

进行提取，要求带状图斑宽度不小于8 m，块状图斑面积不小于400 m
2
； 

b) 道路和林荫道路采用卫星遥感数据，通过人工判读的方法进行提取，要求线状地物不小于10m； 

c) 地上生物量测算所需的乔木和灌丛树高、胸径等三维结构参数获取，采用地面激光雷达或卫星
遥感数据，观测时相为植被生长季，根据实际观测时间确定。利用遥感数据反演的植被覆盖度

等参数，结合实地测量的地上生物量数据，测算区域地上生物量。 

生态胁迫监测 

6.3.1 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生态胁迫计算参数包括人工地表指数、未利用地指数、重点点位干

扰强度指数、干扰点位未整改指数、城市热岛指数等。计算参数含义及公式执行DB11/T 1877。 

6.3.2 监测指标 

人工地表指数、未利用地指数监测指标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分布；重点点位干扰强度指数、干扰

点位未整改指数监测指标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重要生态空间范围内的人类活动干扰；热

岛强度指数监测指标为地表温度。 

6.3.3 监测要求 

生态胁迫信息提取包括以下要求： 

a)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分布依据生态系统格局监测结果； 

b) 人类活动干扰采用无人机遥感影像或卫星遥感影像，块状图斑面积不小于500 m
2
，观测时间根

据评估截止时间确定，通过机器分类和人工判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多期影像中地物变化，提

取重点问题变化图斑，通过野外核查检验变化图斑提取的准确率，并对结果进行修正与优化，

提取要求参考HJ 1156； 

c) 地表温度基于卫星遥感影像反演，反演结果与现场实测地表温度平均偏差不高于2 ℃。 

7 质量控制 

遥感影像存储格式宜为 TIFF，命名需包含像元属性和影像获取时间。矢量数据存储格式宜为

Shapefile。坐标系宜采用北京 2000坐标系，投影类型宜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采用其他坐标系时与

北京 2000坐标系建立联系。 

以各行政区为单元的遥感监测信息统计表，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对监测数据需执行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过程检查要求作业人员进行 100%的自检、互检。 

遥感数据选择要求分辨率、影像获取时间、影像云量覆盖满足要求，见 5.1.1，5.2.1，5.3.1。 

遥感数据预处理要求结果精度满足要求，见 5.1.2，5.2.2，5.3.2。 

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功能、生态胁迫各监测指标提取完全按照规定流程，满足规定精度要求，

见第 6章。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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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规范性） 

土地覆盖类型野外核查 

土地覆盖类型野外核查记录符合表A.1的要求。 

表 A.1 土地覆盖类型野外核查记录表 

序号 
核查 

点号 
经度 纬度 

解译土地覆

盖类型 

实际土地覆

盖类型 

正确/ 

错误 
照片号 说明 日期 

          

          

          

          

          

          

          

          

          

          

          

          

          

          

          

          

          

野外核查规则 

地面核查样本点至少300个，每类至少30个。 

根据土地覆盖类型空间分布特征，首先确定核查路线，核查点位一般基于道路两旁。 

野外核查记录信息，包括经、纬度，土地覆盖类型，照片信息等。其中照片信息及规则如下： 

a) 格式：JPEG格式； 

b) 分辨率：至少300dpi； 

c) 命名：第1位为M，第2～3位为所在区编号，第4～11位为野外核查日期（YYYYMMDD），第12～13位为照片编

号，第14位为分类正确/错误提示（T：表示正确；F：表示错误），第15位为照片类型（P：全景照片；T：地

物照片）； 

d) 示例：M022021080101TP.JPG，表示在西城区第1号核查点位拍摄的全景照片，拍摄时间为2021年8月1日，且

该点位遥感分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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