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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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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SGS

地表水覆盖地球面积 淡水（冰川和地下水） 可用淡水（江河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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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依然是世界和中国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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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50可持续目标（SDG） 地表水是生命共同体的关键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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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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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面范围是地表水资源丰富程度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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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卫星遥感数据为地表水体快速调查提出了新挑战

不同载荷：光学、雷达

不同光谱波段：多光谱、高光谱

不同水体类型：清澈水体、浑浊
水体…

不同背景噪声：山体阴影、冰雪、
湿润土壤、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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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大数据平台为大尺度地表水体调查提供新的契机

Pekel, J.F. et al;Nature,2016Mueller, N, . et al,RSE,2016

Google Earth Engine（GEE）
Data Cube

1、无法自定义的复杂算法
2、难以上传国产高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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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自动化、普适性的地表水体方法仍需探索

阈值法 光谱指数法 统计与机器学习法 面向对象法

相似光谱
地物容易
误提

阈值选取困难、
阴影和冰雪容

易混分

样本训练复
杂，大范围
效率较低

分割效率低，
难以推广到
大范围

像素层 对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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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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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线下模式（本地存储） 线上模式（云平台）

应用需求
常规和应急需求 规模化生产需求

方法 多层感知器深度神经网络方法 样本驱动的智能学习方法

产品
陆表水体产品（2015年） 陆表水体频率产品（2000

年和2018年）

精度评价 地表水体动态评估方法

应用
河北省生态补水效果遥感监测、洪水淹没

范围动态监测
河湖监管、河湖连通性演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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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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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多层感知器深度神经网络（MLP）的地表水体提取方法

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精度和分类精度模型结构

Jiang Wei,et,al,2018,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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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阴影

山体阴影

云阴影

细小水体河流

不同水质

细小水体

不同水质

决策树 随机森林 MLP高分数据 决策树 随机森林 MLP高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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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精度 = 90%

Kappa 系数 = 0.78

Jiang Wei,et,al,2019, Remote Sensing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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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地址：https://vapd.gitlab.io/html/view_SWMC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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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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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2000年和2018年全时序Landsat系列卫星数据，提出基于样本驱动的随机森林

智能学习方法，研制了中国区域地表水体频率产品。

（a）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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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了55景影像，水体样
本点2000个，陆地样本点
1000个。

 不仅确定样本类型，而且
精确样本参考影像成像时
间。

（b）精确样本点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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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于空间网格约束的
地表水体精度验证

 永久水体样本点为799个

 季节水体样本点322个

 非水体样本点30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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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表频率水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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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中国地表频率水体制图

2000年 2018年

总体精度=92.61% 总体精度= 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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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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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连通性
演变遥感监测

河湖动态监管

河流生态补水
动态监测

洪灾遥感
应急监测

应用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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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流生态补水动态监测

蓝色为2018年09月河道水体范围

红色为2018年11月新增河道水体范围

补水前，干涸河道长度为60.943km，补水后，干
涸河道长为7.669km。
上游和中下游河道水体变化显著，补水后地表水
体基本连片。

基于高分遥感数据的河北省滹沱河生态补水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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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 2018年11月

滹沱河补水前后河道水体变化 河流基本从干涸恢复为连续水面河道宽度增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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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地区湖泊水系演变（2）河湖连通性演变

2018年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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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地区湖泊水系演变

2018年

（2）河湖连通性演变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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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变成农田

湖北武汉地区湖泊变化监测

2000年 2018年

（3）河湖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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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人工养殖区
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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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灾遥感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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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灾遥感动态监测 2020年鄱阳湖洪水淹没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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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灾遥感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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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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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是未来地表水资源遥感调查的重要手段，目前已经形成较

成熟的地表水体智能提取方法和产品生成体系，可精确提取多源（光学和雷达）卫

星遥感影像地表水体范围，研制了大尺度地表水体产品，在生态补水调查、河湖连

通性演变、河湖监管以及洪水监测等领域取得较好的应用。

 未来需进一步拓展地表水体产品和水资源调查需求的融合应用，通过水文学和水动

力学模型，开展洪灾经济损失风险评估、季节生态需水模拟和水资源储量估算等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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