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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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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T/CARSA1《基 于 低 空 无 人 机 的 高 分 卫 星 遥 感 产 品 真 实 性 检 验》的 第5部 分。

T/CARSA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装备配置要求;
———第3部分:光学遥感影像数据获取;
———第4部分:激光雷达数据获取;
———第5部分:组网观测;
———第6部分:多光谱、高光谱遥感影像与激光雷达数据预处理;
———第7部分:像元尺度相对真值获取;
———第8部分:质量控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江西省水利科学院、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航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江西翱翔星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民航局民航低空地理信息与航路重点实验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见礼、廖小罕、许小华、叶虎平、王东亮、陈鹏飞、吴骅、黄萍、张秀平、徐晨晨、

谭均铭、贺洪波、岳焕印、王勇、王剑、李英成、吴超宇、李新征、黄诗峰、孙亚勇、罗祥勇、谭翔、朱祥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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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无人机遥感已经成为重要的遥感技术手段,在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无人机遥感开展

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的真实性检验,是评估高分卫星遥感产品质量、可靠性和适用性的有效手段。由于单

架无人机所组成的遥感系统难以满足多区域、多尺度、多类型的无人机遥感数据同步获取的要求,而最

新发展的无人机组网技术能够实现多机的协同作业,可以满足高分卫星遥感产品进行真实性检验中对

无人机遥感数据“时空谱角”一致性的要求。
无人机组网遥感是通过无线网络通信技术,将多个无人机遥感系统和地面控制系统相互链接,构成

一个整体的无人机组网遥感系统,从而实现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和共享。在这种环境下,多个无人机遥感

系统被统一管理,针对多观测任务目标可合理选派资源,完成复杂观测任务的高效执行。目前无人机组

网遥感属于前沿研究,国内外还没有相关的标准规范发布。
本文件根据高分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的应用需求,参照目前无人机组网遥感技术的最新进展,对采

用组网观测方式进行多区域、多尺度、多类型的无人机遥感数据获取进行了规范。
《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旨在给出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

真实性检验的要求,规范真实性检验的具体流程和方法,提供真实性检验准则,拟由8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确立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的总体原则和相关规

则,提出各分标准的约束条件。
———第2部分:装备配置要求。明确无人机观测系统中装备配置的情况。
———第3部分:光学遥感影像数据获取。规范低空无人机遥感数据采集过程中光学遥感影像获取

的流程和方法。
———第4部分:激光雷达数据获取。规范低空无人机遥感数据采集过程中激光雷达数据获取的流

程和方法。
———第5部分:组网观测。规范无人机观测系统中多机多载荷协同组网进行遥感观测的流程和

方法。
———第6部分:多光谱、高光谱遥感影像与激光雷达数据预处理。规定低空无人机多光谱、高光谱、

激光雷达等光学遥感数据预处理过程的步骤和技术要求。
———第7部分:像元尺度相对真值获取。规范高分卫星遥感像元尺度真值的获取流程及方法。
———第8部分:质量控制。规定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的质量控制流程

和质量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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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
性检验 第5部分:组网观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高分卫星遥感产品验证任务中开展无人机组网遥感观测的应用场景和基本要求、
基本流程、组网观测系统准备、任务规划、任务实施、原始数据质量检查与资料移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分卫星遥感产品验证过程中的采用组网方式进行无人机遥感数据同步获取,其他

无人机组网观测任务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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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ARSA1.1—2022 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 第1部分:总则

T/CARSA1.2—2022 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 第2部分:装备配置

要求

T/CARSA1.3—2022 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 第3部分:光学遥感影

像获取

T/CARSA1.4—2022 基于低空无人机的高分卫星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 第4部分:激光雷达数

据获取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网观测 networkingobservation
使用无人机组网技术,进行遥感观测的活动。

3.2
观测任务 observationmissions
遥感观测工作需求的符号化表达。
注:观测任务包括遥感观测的区域位置、面积、数据类型、获取时间、分辨率以及优先级等。

3.3
无人机遥感系统 unmannedaerialvehicleremotesensingsystem
以无人机为飞行平台,以各种成像或非成像传感器为遥感载荷,能够获取遥感数据的系统。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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