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cience   2008年 第二期 1

PERSPECTIVE   论坛e-Science

遥感在抗震救灾的应用

            和e-Science

  “e-Science重塑了我们的科研环境。e-Science将来亦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一场革命，有

了e-Science，我们的科研工作效率会更高，成果会更加完美。”

                  ——郭华东语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和数字地球科学中心郭华东主任访谈录

在
汶 川 “ 五 · 一 二 ” 特 大 地 震 发 生

后，中国科学院在第一时间迅速组

织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等

单位的科技人员，利用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等手

段，对灾情进行了及时判读与分析，为国家抗震

救灾指挥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遥感利用现代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是e-Science

的典型应用领域之一。本刊编辑部特地采访了中国

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研

究员，就遥感技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起的作用和

e-Science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下面是这次访谈的内容：

一、遥感技术在抗震救灾中的应用及效果——

地震重灾区通讯中断、道路堵塞，对地观测技术成

为及时了解灾情信息的最佳途径之一。

关于遥感技术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和工作的情

况，郭华东研究员说，地震重灾区通讯中断、道路

堵塞，对地观测技术成为及时了解灾情信息的最佳

途径之一，包括灾区的地质灾害、房屋倒塌、交通

状况、生态环境、堰塞湖等方面的信息。在院统一

领导下，我们在地震发生后就积极组织中心科技人

员获取、处理和分析卫星遥感数据，于14日晨派出

遥感飞机抵汶川灾区，当日下午即获得第一批遥感

数据，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持续的获取航空与航天

遥感数据，院内7个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一起进行分

析，报送100余期专报，为国家和部门能够及时了解

灾区信息，并作出相关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我们获取和解析的数据量相当大。我们的

遥感飞机飞了二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在一段时间

内对一个地区、一种灾害获取这么多的数据。其中

雷达遥感数据有14.9TB，光学遥感数据有5.3TB，总

共达到约20TB的数据量。另外还有海量卫星数据。

这对我们的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郭华东研究员说，我们的实践说明，抗震救灾

与科技手段关系太大了。虽然事后我们分析这次救

灾工作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相比过去，我

们的科技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具备了通过科技力

量救灾的手段和能力。我们院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利

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手段，在多个方面都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比如说，遥感、无线通讯等技术的应急应

用，心理救助等；院网络中心和微系统所一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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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希望在今后通过合作获得更好的结果。

谈到今后的工作，郭华东研究员说，实际上，

我们做遥感减灾工作也不是第一次了，如98年的洪

水、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我们就一直在监测评估。

应该说，以前的工作对于这次的抗震减灾工作打下了

很好的技术基础。在减灾方面，我们要发挥应有的作

用，就应该有预案，所以我们中心根据实际情况，正

在制定多个级别的应急方案。这其中当然还要和院内

外兄弟单位建设联合起来开展工作。减灾是人类面临

的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而是应

该客观地认识地球系统科学，认识全球变化及其与自

然灾害的关系，对于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应该

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来做。

三、对e-Science的看法和希望——我认为

e-Science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它代表了一个

遥感技术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应用的学科，

涉及到遥感技术、数学、物理、电子技术、计

算机技术等多个学科的技术与应用。

遥感技术分为卫星遥感、航空遥感以及

地面遥感三种。主要技术系统包括空间信息采

集系统，地面接收和预处理系统，地面实况调

查系统，信息分析应用系统。具体技术涉及到

传感器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处理、提取

和应用技术，目标信息特征的分析与测量技术

等。

遥感技术也是e-Science技术的重点应用领

域。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愈来愈快，其存储器能实现将

大型文件映射至内存的能力,并且能存储海量数

据。此外, 随着多媒体技术、空间技术、虚拟实

景、数字测绘技术、数据仓库技术、计算机图形

背景知识：

用宽带无线网络在堰塞湖的监控等方面发挥了很重

要的作用。总体而言，这次抗震救灾活动中，科技

含量还是很高的。

二、遥感技术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如

果我们的处理能力更强、速度更快，那么效果会更

好。

郭华东研究员指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遥感技

术遇到的挑战，主要是针对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

这些在平时科研活动中很少遇到。如果我们的处理

能力更强、速度更快，那么效果会更好。这也是我

们一直在考虑建立一个包括快速处理能力在内的应

急反应系统的初衷。这个应急系统除了数据获取应

急和分析应急之外，数据处理方面本身也要符合应

急的要求。虽然对地观测中心初步具备了海量存储

和高性能计算方面的环境，但是面对在短时间内实

时处理数据的高强度要求，我们还需要通过自建或

者合作来进一步加强。比如说和网络中心的合作，

通过合作来实现数据库信息、数据处理能力以及相

关信息的共享等方面，意义都很重大。

关于国际合作，郭华东研究员说，这很重要。

关于自然灾害，全球有73个国家、46个国际组织参

加建设的全球综合对地观测系统（GEOSS），目的

就是把全球的对地观测资源整合，实现数据的共享

和共用。它可以在9个社会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减

灾、能源、气候、水文、生态环境等。世界公认的

在这九个领域的应用之首就是“减灾”。另外，多

个国家空间组织共同发起了旨在利用卫星数据开展

自然灾害监测和评估的空间减灾宪章，国际上很重

视空间技术减灾。

我们的卫星数据接收系统，本身具备了很强的

接收国外卫星数据的能力。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

也广泛的开展了合作，国际上对汶川地震灾害也比较

关注，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组织都提供了一些

对地观测数据。总体而言，这些合作方式还是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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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战略方向。

关于e-Science，郭华东研究员认为，我们科

学院有较高的起点，网络中心起到了引领作用。他

说，我认为e-Science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它代

表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像我们在做数字地球一

样，其实很多人也叫“e-Earth”，我认为数字地

球本身就是通过e-Science手段和活动来管理地球的

一种科研活动和应用。也可以说是用e-Science理念

来建设一个地球的定量化信息平台这么一个概念。

不同学科的交融、不同的科研活动注定要开拓一些

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以我们认识地球为例，有通

过古生物研究来判断地球年龄的，有通过化学分析

来认识地球成分的，有通过物理的方法来分析地球

的地质构造等，可以看到引入了物理和化学的概念

与地质学结合起来就形成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新的

技术三维图形芯片、大容量光盘技术及宽频光纤

通讯网络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消除数据通

讯瓶颈的卫星互联网的建立，以及能够提供接近

实时对地观测图像的高分辨、高光谱、短周期遥

感卫星的大量发射，这些都为遥感技术的广泛、

深入应用展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由于遥感在地表资源环境监测、农作物

估产、灾害监测、全球变化等等许多方面具有

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正处于飞速发展中。更理

想的平台、更先进的传感器和影像处理技术正

在不断地发展，以促进遥感在更广泛的领域里

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光

电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高速

公路的建成，卫星遥感技术正在进入一个能快

速、及时提供多种对地观测海量数据的新阶段

及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学科。集航天科技、空间科技、信息科技、地球科

学等为一体的数字地球的发展就有可能形成新的交

叉学科—空间地球信息科学。以高度的信息集成来

认识地球，已不仅仅局限于地学方面的一些研究，

而是跨学科、跨领域地综合交叉了很多方面，产生

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和成果。实际上，可以说这就是

e-Science对科研的推动。

郭华东研究员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遥感信息

科学特别是雷达对地观测领域研究，主持完成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国家科技攻关、中科

院重大及国际合作课题20余项。他认为，在遥感这个

研究方向上，这么多年来在技术和科研手段上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这是e-Science技术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变化可是太大了。确确

实实，我们回头看，e-Science改变了我们很多。比如

说，作为e-Science最基础的网络技术，如果没有网络

环境，我们现在的科研活动简直是寸步难行。可以说

e-Science重塑了我们的科研环境。e-Science将来亦可

以说是科学研究的一场革命，有了e-Science，我们的

科研工作效率会更高，成果会更加完美。

四、关于对本刊的建议和意见 

郭华东研究员同时还是《国际数字地球学报》

主编及6个国内外期刊编委、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

感分会理事长。编辑部希望他对本刊的定位和内容

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说，贵刊方向明确，定

位精准，它的内涵，包括数据库、网络、高性能计

算、科研活动协同环境等都是符合我们现代科研活

动所需的很重要的方面。它不仅仅适合技术研究，

也适合应用研究方面；不仅适合高技术的研究，同

时还适合一些战略发展方面的研究。所以从科研信

息化这个角度来讲，会有广泛的读者群。希望刊物

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建议刊物可以刊载些综合性

内容的文章，例如e-Science理念相关的信息，以

及国内外的相关发展信息等。另外，可以对一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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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案例深入分析。这

样就可以有单个有综合、

有现实有前瞻、有技术有

应用等多方面的信息。也

特别希望在刊物的发展过

程 中 ， 把 青 年 科 技 人 员

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因

为 他 们 对 于 e - S c i e n c e 的

理解和应用应该更敏感，

本身也担任着更重要的使

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

进行科研的同时，能够把

对e-Science的发展和应用

作为提高科研素质的一个

重要方面，鼓励他们多投

稿。

                                              

    本刊编辑部  孔丽华

郭华东简历

郭华东，现任中国

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

球科学中心主任、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

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

长、中科院遥感信息科

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国

际合作局局长、中科院

副秘书长。现兼职国际

数字地球学会（ISDE）秘书长及ISDE中国国家委员

会主席、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执委及

CODATA中国国家代表、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协

会（GSDI）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理事

长，并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主编及

多个国内外期刊编委。

长期从事遥感信息科学、雷达对地观测和数

字地球科学研究。其中在遥感信息科学与应用领

域，侧重开展面向资源与环境的应用与方法论研

究，主持多项国家科技攻关、院重大等项目，在

金矿资源探测、灾害环境监测等领域取得系列成

果。在数字地球研究领域，主持完成“数字地球

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创意并主持推出“数字地

球原型系统”。

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13部。作为第一

完成人和主要完成人获科技奖11项，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三等奖３项，院、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2

项，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等6个奖项。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30余名。先后被评为中科院、国家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