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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遥感科学应用的一点看法

宫鹏

清华大学 地球系统科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本文提出遥感科学发展至今，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应用的一点思考。遥感已经无处不在，遥感学者不

能停留在对传统的航空和卫星遥感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应该把现在无处不在的地面摄像、录音甚至是味觉传感

数据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大数据应用起来。遥感学者走出自己的熟悉领域实现跨学科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科学

突破。最后对遥感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进行展望，以期对年轻学者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遥感科学，无线传感器网络，遥感应用，可持续发展目标

引用格式：宫鹏. 2019. 对遥感科学应用的一点看法. 遥感学报, 23(4): 567–569
Gong P. 2019. Towards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3(4):
567–569 [DOI:10.11834/jrs.20199223]

遥感到底是什么？遥感能为我们做什么？

回答遥感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向这个

领域内部深入思考，而回答遥感能为我们做什么

的问题，在我看来更有想象空间。40多年前，当

遥感刚在中国起步不久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就设

立了“遥感应用研究所”。今天看来，老一辈科学家

们是非常有远见的。

以前有句话强调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性，说

人类使用的80%信息是地理信息。今天我们可以

说，随着AI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遥感无处不

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遥感已经从我们熟悉的卫

星和航空遥感技术，发展到包括无线传感器网络

环境监测的综合科学体系。2007年我在《遥感学

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环境监测中无线传感

器网络地面遥感新技术”，我当时认为，遥感领域

需要扩展，应该把握住正在蓬勃兴起的无线传感

器网络技术，把声、光、味等物理、化学、甚至

生物传感都纳入遥感的范畴(宫鹏，2007)。2011 年
我的学生沈少青和我在《遥感学报》发表了有关

陆地动物声音遥感的论文，研究声音和图像一体

化技术，野外环境中声音也可以用于定位和识别

(沈少青 等，2011)。我认为这些也都应该成为遥感

的一部分。

尤为可喜的是，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今天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遥感大国。待发卫星数、无人机

数、摄像机数、无线通讯发射塔数无不居于世界

第一。我们国家地面监控摄像遥感数据也是世界

最多的。中国学者的遥感论文数量超过世界任何

国家的发文量。不论是《环境遥感》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还是其他顶尖国际遥感刊

物，我们都能看到更多的中国作者。2013年，我

们对收集的6500多篇已发表的地表覆盖制图的英

文论文做了一个分析，发现虽然中国论文量已居

当年的世界第二位，美国是第一位，但是我们发

现来自中国的论文有几个特点，一是找方便获得

遥感数据的一小块区域做研究；二是以技术改进

为主，或者把别人在其他领域做的工作拿到遥感

领域修改应用；三是集中在中国无云的北方草原

和平原地区，山区和云多的南方则较少。而美

国、英国等地的学者发表的地表覆盖制图则是以

科学应用驱动的，例如因为要研究一个生物保护

的问题，需要地表覆盖数据，所以才做地表覆盖

分类制图。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遥感还主要停

留在技术层面，还处于你提出一个方法，我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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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得“更好”的阶段。

是不是所有国际刊物都被中国学者攻克了

呢？其实还不是。例如Ecology和Conservation
Biology。虽然这两份刊物在ISI收录的生态学160份
刊物当中分别处于21名和12名的排名，中国作者

发表论文的比例仍然还很低。Ecology 共发表论文

16338篇(检索日期2019年6月15日)，有中国地址的

论文只有139篇，不足1%。Conservation Biology共
发表了5543篇论文，带中国地址的只有80篇，不

足2%。原因可能与这两份刊物更愿意发表理论性

强的论文有关。在这类刊物里面也发表遥感的论

文，但是遥感的角色就是支持理论发现，支持科

学应用。

遥感的出路一是深化研究，另一个是拓展遥

感应用。深化研究是我们领域的守望，遥感应用

是遥感领域的拓展。很多遥感领域的年轻人，可

能还在为到底做什么研究而纠结。对我来说，遥

感无处不在，所以不愁找不到好题目。但是如何

做出有影响的研究确实需要好好斟酌。

为了说明遥感无处不在，2012年在《科学通

报》组织了“中国环境遥感应用”专栏中，我写了一

篇题目为“拓展和深化中国全境的环境变化遥感应

用” 的综述论文(宫鹏，2012)。在文中列了一个

表，把森林、草地、农业、无光合作用地表、

水、大气环境的近100种参数类型列入其中。并提

出一个遥感数据对变化研究的支撑体系，即由一

个四面体组成，其顶点包括实验与观测、理解与

认识、模拟与预测到环境政策评价。现在估计，

那个表中还有近一半的类型变化还尚未被遥感应

用研究。遥感要在从数据到信息的主流框架下

面，走出去！走到更广阔的遥感应用中去。

遥感应用领域广阔。仅以3位从事土地利用变

化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为例。其中两位是波士顿

大学毕业的Eric Lambin和Karen Seto, 一位是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Ruth DeFries。 Eric Lambin 用
遥感做土地利用变化，后来主要在做土地利用变

化科学。Karen Seto 用遥感研究城市扩张，把计量

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归因分

析，现在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和发展。Ruth DeFries
用遥感做全球土地覆盖制图，支持气候变化研

究，后来研究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3位学者均入

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虽然我们已经发展了众多的遥感应用分支学

科，例如农业遥感、土壤遥感、地质遥感、水文

遥感、气候遥感、海洋遥感、城市遥感、甚至考

古遥感。但是，遥感应用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领域。

在全球层面，遥感如何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目前还没有看到较系统梳理遥感

可能贡献的文章。对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稍加分析，不难看出遥感对每个目标的实现都能

做出贡献。下面逐目标提点不完整的看法：

(1)零贫穷。要实现零贫穷，就得可以开展有

关监测贫民窟的分布与变化的应用研究。最终，

消灭贫民窟。

(2)零饥饿。要实现零饥饿，就得对农地分布

及播种变化、粮食作物类型和长势等做好监测；

特别要对依靠小块田地自给自足维持生计的农民

的分布和粮食生产情况做好监测；此外，还应对

储存环境、运输方式等做出监测。

(3)人人享有健康。遥感可以在空气污染与心

肺健康、噪声污染对精神和心脏健康、传染病传

播环境、精神和心理健康环境监测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对从个人到全球的健康预警系统建设也能

够贡献环境变化信息。

(4)人人享有包容公平的教育，教育环境。学

校周围的空气和水环境质量、教室建筑质量、学

生是否有足够的物理空间等都可以通过遥感手段

来实现监测。

(5)性别平等。卫生间建设布局、使用效率等

可以通过遥感进行监测；还可以通过遥感构建对

特定性别安全隐患的防范和预警。

(6)水和环境卫生。遥感可以支持对水量和水

质、垃圾堆放等的监测；支持洪涝预警和水源地

环境保护。

(7)廉价可持续的能源。遥感可以用于对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潜力的评估；还可以支持

电力设施检测。

(8)持续包容的经济增长和体面的工作。现在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把经济发展和环境衰退脱

钩？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保障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中国如何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衣、食、住、

行原材料的生产和采掘都可以使用遥感技术。

(9)抵御灾害的基础设施、可持续工业化、促

进创新。遥感可用于建筑设施安全隐患监测、工

业环境监测。

(10)减少区域及国际不平等。遥感可被用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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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区域和国际土地利用差异。

(11)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城

市和社区。遥感可被用于城市环境和建筑风格监

测、房产价值估算；还可作为全面灾害风险管理

的技术支撑。

(12)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遥感对于预测

粮食、蔬菜、畜牧渔业生产都能发挥作用。食品

生产如果能和需求状况相结合，就有可能减少食

物浪费，从而支持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性。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全球

变化与应对重点专项中有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地球

观测。遥感作为地球观测的核心对获取基本气候

变量状态信息至关重要。

(14)养护海洋和海洋生物资源。海洋富营养化

对海洋生物危害巨大。遥感可用于海洋环境变

化监测，为预防海洋物理或生物化学灾害提供

支持。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

统，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

转土地退化，提高生物多样性。遥感用于森林、

荒漠化、土地退化已经是广为人知的遥感应用领

域。遥感还可以用于生物栖息地生产力及空间结

构监测。

(16)创建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遥感最早就被用于军事活动

监测，在交通管理当中，遥感早已用于支持基于

事实的执法。当然，遥感还可以用于非法建设和

种植的监测。

(17)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的活力。支持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建立、参

与、并维持遥感伙伴计划，更好实现监测数据共

享，有效支持可持续发展。

希望以上思考对我们谋划拓展遥感科学应用

研究，提升遥感科学应用水平，更好地支持全球

可持续发展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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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GONG Peng

Department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Remote sensing a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s further and deeper applications. Remote sensing is already ubiquitous. Re-
mote sensing researchers should not stay within th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aerial and space-borne remotely sensed data, in-
stead, the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emergence of ground video, recording, even smell detectors,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big data in
their studies. Only if remote sensing scholars make a stride outside of their comfort zone and carry out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will there
be greater scientific returns. At the end, I state that remote sensing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every Unite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 hope for it to be of help to young remote sensing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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