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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遥感委员会代表团出席第37届亚洲遥感会议 

2016年 10月 17-21日，“第 37届亚洲遥感会议”在斯里兰卡科伦坡隆重召开。亚洲遥感会议是亚洲

遥感协会的年会，已成为最重大的国际遥感学术会议之一,会议包括遥感学术交流、协会理事会议、国际

合作专题、空间信息技术展览等，旨在促进亚洲各国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技术应用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各国遥感学科及其相关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由亚洲遥感协会联合斯里兰卡测绘局共同主办，会议以“推动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

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的 764名注册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 

作为亚洲遥感会议的重要发起者以及亚洲遥感协会的主要成员理事单位，中国遥感委员会组织了由中

国遥感委员会理事长、亚洲遥感协会荣誉理事童庆禧院士及亚洲遥感协会副秘书长、亚洲遥感协会基金会

主席顾行发研究员为团长的第 37 届亚洲遥感会议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武汉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北京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

份有限公司、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等 31 人组成；在为期 5 天的会议期间，

代表团通过学术报告、论文张贴、亚洲遥感协会理事会、空间信息技术展览、学生专场、文化艺术交流等

会议提供的各种形式和多种场合进行了学术和技术的交流。  

开幕式现场 

一、开幕式颁发“陈述彭奖”  

经中国遥感委员会倡导，亚洲遥感协会基金会在 2010 年决定设立“陈述彭奖”，办公室设在中国遥

感委员会秘书处，奖项全部由中国遥感委员会资助，以奖励对亚洲遥感事业发展做出过长期杰出贡献的专

家。  

今年是颁发该奖的第六年。经过亚洲遥感协会及中国遥感委员会推荐及评选，本届“陈述彭奖”授予

亚洲遥感协会原秘书长、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井俊治。大会开幕式上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亚洲遥

感协会副秘书长、亚洲遥感协会基金会主席顾行发研究员为获奖者颁发了“陈述彭奖”奖章及奖金。  



 
 

2 

 

 

                 

 

 

 

 

 

 

 

顾行发研究员颁发“陈述彭奖” 

二、亚洲遥感协会理事会 

亚洲遥感协会的管理采取秘书长制，大会期间召开了两次亚洲遥感协会理事会议。理事会听取了亚洲

遥感协会年度工作报告；汇报了本届亚洲遥感会议各奖项产生过程及结果；通报了第 37 届亚洲遥感会议

筹办情况；按照章程，更新了理事单位和名单；听取了《亚洲地理信息学报》的工作总结；听取了 2017

年第 38届亚洲遥感会议准备情况；同时，

通过了马兰西亚申办 2018年第 39届亚洲

遥感会议的申请。中国遥感委员会理事

长、亚洲遥感协会荣誉理事童庆禧院士、

亚洲遥感协会支撑委员会委员、中国遥感

代表团首席代表王晋年研究员带领中国

遥感代表团理事成员共同参加了理事会

交流，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 2019 年第 40

届亚洲遥感会议在中国举办的提议，并向

各国专家代表赠送了《遥感学报》20周年

特刊。 

亚洲遥感协会理事会议 

三、学术交流  

第 37 届亚洲遥感会议共有 314 篇口头报告及 84 篇论文海报在会上进行交流。第 37 届亚洲遥感会议

共安排特邀报告 8篇，特色技术专场 6个。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张立福研究员应大会邀请主持“亚

洲卫星计划发展”专题交流，并就“中国卫星计划”做了专题报告。  

中国遥感代表团成员此次共有 28 篇论文参与了会议交流，代表团成员在大会上与各国、各地区代表

积极交流学术成果，与会代表分别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在会上做了高水平的口头报告和论文展示。武汉大学

秦晓琼获得“优秀学生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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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交流 

四、亚洲遥感会议学生专场及文化艺术交流    

亚洲遥感会议学生专场是为加强各国遥感界青年学生们的交流而设立的特色专场，包括学术交流、单

位介绍、联谊等活动。本届会议中，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生张鹏作为亚洲遥感协会学生理事

会中国代表，代表中国遥感领域研究生发言，介绍了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学生交流活动—“青年遥感辩论

赛”和“全国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生论坛”以及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欢迎亚洲各国、各地区研究生

到访中国，参加青年学术会议。 

“欢迎晚宴-文艺表演”是亚洲遥感会议的传统特色，参会各国各地区代表队精心准备了颇具民族特

色的文艺节目。今年，来自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的 10 人代表中国代表团献上了中西

合璧的歌舞表演“雪绒花”。中国民族舞蹈元素结合英文歌曲演唱，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高潮。 

        学生专场交流                                开幕式欢迎晚宴文化艺术交流 

五、展览展示 

第 37届亚洲遥感会议共有 15个参展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产品。中国遥感委员会展台上集

中了北京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三家

单位核心产品和技术，标志着我国在社会力量参与航天产业发展，促进遥感卫星应用商业化和国际合作推

广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展台前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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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展览区 

六、闭幕式颁发“亚洲遥感协会创新奖” 

    “亚洲遥感协会创新奖”是由中国遥感委员会倡

导，旨在奖励在亚洲遥感会议上提出学术创新点的青年

学者，奖项全部由中国遥感委员会资助。经过评选，会

议闭幕式上，亚洲遥感协会支撑委员会委员、中国遥感

代表团首席代表王晋年研究员为来自斯里兰卡的 M. G. 

M. Sammani 和印度的泰国的 Narut Soontranon 两位青

年学者颁发了该奖。 

“第 38届亚洲遥感会议” 将于 2017年 10月 9-13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遥感委员会仍将积极组织、     王晋年研究员颁发“亚洲遥感协会创新奖” 

支持中国遥感科技和应用成果参加国际交流，扩大中国遥感的综合影响力。届时，希望各遥感事业、企业

单位能从中国的战略角度出发，在国家启动“十三五”规划发展的背景下，面向亚太、东盟国家扩大对亚

太地区遥感发展的贡献。 

 

 

 

 

 

 

 

 

 

中国遥感代表团部分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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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学报》创刊 20 年 推出中国遥感二十年特刊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环境遥感学会主办的《遥感学报》推出纪念创刊 20

周年的《中国遥感二十年特刊》。该刊是对 20年来遥感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综合性回眸与总结，

也是对遥感领域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对遥感科学未来发展的展望，共收取来自遥感领

域专家的 49篇论文，其中院士撰文 9篇。  

《遥感学报》诞生于中国遥感事业的初创时期，是伴随中国

遥感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本遥感刊物，也是迄今为止中

国遥感领域唯一一本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 《遥感学报》致力

于报道遥感领域及其相关学科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报

告和阶段性研究简报以及高水平的述评；着重反映本领域的新概

念、新成果、新进展；内容涉及遥感基础理论，遥感技术发展及

遥感在农业、林业、水文、地矿、海洋、测绘等资源环境领域和

灾害监测中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遥感与 GIS 及空间定位

系统（GPS）的结合及其应用等方面。  

《遥感学报》的前身是 1986 年创刊的《环境遥感》，诞生于

中国遥感事业的初创时期，是随着中国遥感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

来的第一本遥感刊物。顺应中国遥感蓬勃发展的形势和应用需求，

1996 年在老一代科学家们的共同倡议和当时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

研究所的强力支持与推动下，《环境遥感》升级并更名为《遥感

学报》，完成了早期从报道遥感试验和典型应用成果，到全面关

注遥感机理、技术方法和应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转变，并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得到国内外遥感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成为中国遥感和对地观测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权威

性学术刊物，并栖身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TOP50阵营。 

附： 

1． 文章目次 

 遥感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机遇和挑战 ——徐冠华,柳钦火,陈良富,刘良云  

 中国高光谱遥感的前沿进展 ——童庆禧,张兵,张立福 

 论“互联网+”天基信息服务 ——李德仁 

 地球系统空间观测:从科学卫星到月基平台 ——郭华东 

 中国大气环境光学探测研究 ——刘文清,陈臻懿,刘建国,谢品华,刘诚,赵南京 

 光学遥感影像智能化处理研究进展 ——龚健雅,钟燕飞 

 农业遥感研究应用进展与展望 ——陈仲新,任建强,唐华俊,史云,冷佩,刘佳,王利民  等 

 从散射辐射传输成像到定量精细遥感的信息 ——金亚秋 

http://html.rhhz.net/ygxb/r1630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6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35.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66.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29.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05.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1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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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建设进展 ——童旭东 

 40年的跨越-中国航天遥感蓬勃发展中的“三大战役”——顾行发,余涛,田国良  等 

 《遥感学报》20 年:从热点到前沿 ——陈良富,闫珺,范闻捷,辛晓洲,赵天杰,陈方,吴朝阳,

范萌 

 面向应用的航天遥感科学论证研究 ——顾行发,余涛,高军,田国良  等 

 遥感与地球系统科学 ——施建成,雷永荟 

 气象卫星发展回顾与展望 ——卢乃锰,谷松岩 

 风云气象卫星主要技术进展 ——唐世浩,邱红,马刚 

 若干高光谱成像新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王跃明,贾建鑫,何志平,王建宇 

 GNSS遥感研究与应用进展和展望 ——万玮,陈秀万,彭学峰,白伟华,夏俊明,梁宏, 等 

 陆表定量遥感反演方法的发展新动态 ——梁顺林,程洁,贾坤,江波,刘强,刘素红,肖志强  

等 

 热红外地表温度遥感反演方法研究进展 ——李召良,段四波,唐伯惠,吴骅 等 

 黑河遥感试验中尺度上推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李新,晋锐,刘绍民,葛咏,肖青,柳钦火 等 

 植被遥感辐射传输建模中的异质性研究进展 ——柳钦火,曹彪,曾也鲁,李静,杜永明  等 

 遥感定量反演地表参数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MENENTI Massimo,贾立 

 叶面积指数间接测量方法 ——阎广建,胡容海,罗京辉,穆西晗,谢东辉,张吴明  

 地球观测数据共享的发展和趋势 ——李国庆,张红月,张连翀,王媛媛,田传召  

 地表覆盖遥感产品更新完善的研究动向 ——陈军,张俊,张委伟,彭舒 

 全球地表覆盖制图研究新范式 ——宫鹏,张伟,俞乐,李丛丛,王杰, 梁璐,李雪草,计璐艳,

白玉琪 

 地理国情大数据研究框架  ——张继贤,顾海燕,鲁学军,侯伟,余凡  

 大数据时代的农情监测与预警 ——吴炳方,张淼,曾红伟,张鑫,闫娜娜,蒙继华  

 遥感高时空融合方法的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 ——刘建波,马勇,武易天,陈甫  

 遥感数据融合的进展与前瞻 ——张良培,沈焕锋  

 高光谱图像处理与信息提取前沿 ——张兵  

 高光谱图像稀疏信息处理综述与展望 ——张良培,李家艺  

 混合像元分解技术及其进展 ——陈晋,马磊,陈学泓,饶玉晗  

 遥感时间序列影像变化检测研究进展 ——赵忠明,孟瑜,岳安志,黄青青,孔赟珑,袁媛,刘晓

奕 等 

 以“不变特征点集”为控制数据集的遥感图像自动化处理框架 ——唐娉,郑柯,单小军  等 

 激光雷达森林参数反演研究进展 ——李增元,刘清旺,庞勇  

 InSAR生成 DEM中 WRF大气校正 ——曾琪明,章晓洁,焦健  

 国家环境遥感监测体系研究与实现 ——王桥,刘思含  

http://html.rhhz.net/ygxb/r16302.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4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3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09.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83.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9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32.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06.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2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5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92.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41.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8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23.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3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73.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5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3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9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4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1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43.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79.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05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69.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7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22.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6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7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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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灾害遥感研究进展 ——范一大,吴玮,王薇,刘明,温奇 

 中国海洋卫星及应用进展 —— 蒋兴伟,林明森,张有广  

 山地遥感主要研究进展、发展机遇与挑战 ——李爱农,边金虎,张正健,赵伟,尹高飞  

 海岸带地理环境遥感监测综述 ——李清泉,卢艺,胡水波,胡忠文,李洪忠,刘鹏,石铁柱  等 

 月球遥感制图回顾与展望 ——邸凯昌,刘斌,刘召芹,邹永廖  

 土地资源遥感应用研究进展 ——张增祥,汪潇,温庆可,赵晓丽, 刘芳,左丽君,胡顺光  等 

 海洋溢油与烃渗漏的光学遥感研究进展 ——陆应诚,胡传民,孙绍杰,张民伟, 周杨,石静,

温颜沙  

 地表不透水面信息遥感的主要方法分析 ——徐涵秋,王美雅  

 论虚拟地理环境对地理知识的表达与共享 ——林珲,张春晓,陈旻,郑新奇  

 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淹水空间信息之关联性 ——周天颖,赖顺仁,黄崇典,杨龙士,叶美伶  等 

 “三规合一”服务的空间信息技术:地理模拟与优化 ——黎夏,刘小平  

2． 特刊文章二维码 

    

陈晋          陈军        陈良富                邸凯昌 

         

范一大                   宫鹏                 龚健雅               顾行发 

         

            顾行发                 郭华东              蒋兴伟                金亚秋 

http://html.rhhz.net/ygxb/r16171.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53.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27.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6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58.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49.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22.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10.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85.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204.htm
http://html.rhhz.net/ygxb/r16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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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夏                李爱农               李德仁               李国庆 

         

李清泉               李新                 李增元                李召良 

         

           梁顺林                林珲                 刘建波               刘文清 

         

            柳钦火              卢乃锰                陆应诚               施建成 

         

            唐华俊               唐娉                  唐世浩               童庆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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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旭东                万纬                 王桥                王跃明 

          

             吴炳方                徐冠华              徐涵秋               阎广健 

          

             张兵                  张继贤           张良培 沈焕锋       张良培 李家艺 

          

            张增祥                赵忠明               周天颖               曾琪明 

 

MENENTI Mass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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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遥感》正式出版 

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刘元波、吴桂平、柯长青等历时数年撰写的《水文遥感》一书，2016

年 7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水文遥感》基于卫星组网和虚拟星座等定量遥感研究的先进思想，结合当代水文遥感相关分支领域

的最新研究进展，力求严谨、准确、系统、全面地总结归纳当前水文遥感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应用成果。

在概述水文遥感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过程及趋势的基础上，以大气水分、陆地水体、土壤水分、冰川积雪、

海洋水体、降水和蒸散等地球水循环组分或要素为经，以基本原理、遥感方法、数据产品和实际应用这一

逻辑结构为纬，力争系统地阐述地球水循环要素的物理基础、关键水文参数的定量遥感反演方法、遥感反

演结果的精度检验方法、遥感反演的全球产品数据及其应用研究案例。 

该书图文并茂，字数 92 万字，330 余幅图，1300 余篇部参考文献，有助于相关人员认识了解水文遥

感概貌，可为具有气象气候、水文水利、水土资源、生态环境、遥感科学等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以及大专

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水文、气象、农业、林业、水利和环保等行业部门的专业人员和业务管理人

员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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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专业委员会会员招募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相关规定，本会会员均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本会

会员分为三类：针对中国公民设有个人会员，包括普通会员和高级会员；针对机构和单位设有团体会员。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普通会员 

从事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或正在攻读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及相关领域硕士、博士

学位的研究生，承认本会管理办法，自愿参加本会活动，履行入会手续，即可申请成为本会普通会员。 

（二）高级会员 

凡取得教授、研究员职称（或相当技术职称）并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自然科学奖的主要负责

人；取得上述职称五年以上，在学术上有较大影响者；担任本会主要领导或从事本会专职工作 10 年以

上，对本会发展有重要贡献者，经本会委员会批准，即可聘为本会高级会员。 

（三）团体会员 

与环境信息与遥感各专业有关，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队伍，遵守本会管理办法，愿意参加本会有关

活动，支持本会工作的科研、教学、生产和公益服务等企事业单位以及依法成立的有关学术性群众团

体，可申请加入本会成为团体会员。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个人会员、高级会员 

1. 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 对本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 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学术活动和取得有关学术资料； 

4. 积极参加本会的有关活动；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团体会员 

1. 优先参加本会主办的有关学术和其他活动，并可直接取得本会的有关资料； 

2. 可要求本会优先给予技术咨询和帮助；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四）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1. 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2. 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如有问题请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吴 洁  于 璐     

地址：100101，北京 9718信箱 学会办公室     

传真：86-10-64806569     

联系电话：86-10-64806542，64807989 

电子信箱：seir@radi.ac.cn      

 

mailto:seir@radi.ac.cn


 
 

1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会 员 入 会 申 请 表  

最后学历及主要工作经历： 

国内外最

后学历 

院  校  名  称 科    系 起 止 年 月 毕业或肄业 

国内     

国外     

主要工作

经历 

 

主要科学技术成果及著作（发表年月及刊名、出版的年月及出版社名）：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参加国内外哪些学术团体及担任的职务： 

曾参加并希望今后参加本学会哪方面专业的活动： 

介绍人：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理事会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编  号  日  期  

通     讯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及 传 真 

①单位   

②住址   

目前邮件寄到：①（   ）②（   ） E-mail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民族：.............................. 党派：.....................…………... 

文化程度：..................................... 会何种外语及熟练程度：....................................………….......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获得时间：..................…………..... 

工作单位：....................................................... 部门：.............….......... 职务：.....…………........... 

兼职单位：........................................................ 部门：..........................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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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快讯》征稿启事 

《遥感快讯》是由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联合中国遥感委员会编辑的遥感信息资料。 

快讯旨在介绍国内外遥感科技动态、研究成果、学术活动以及其他最新科技信息。 

快讯栏目有：业内新闻、成果与推广、技术与应用、科技进展、学术活动、专家论坛、学科前沿、市

场信息、国际动态、简讯、书讯等。为进一步提升文章质量，丰富栏目内容，为会员搭建信息沟通和交流

的平台，现面向学会各理事、会员及成员单位诚征稿件。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稿件文字要求简练，每篇文章字数一般不超过 700 字为宜，消息报道性文章以 500字为宜，专家

论坛、学科前沿方面的文章字数可在 2000 字左右。较重要的信息，应注明其来源出处。本刊对采用的稿

件一般都要进行编辑加工，如不同意删改，请在来稿上注明。 

二、稿件文责自负，请自留底稿，不予退稿。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E-mail地址、联

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三、来稿一经采用，作者今后将收到每期《遥感快讯》电子版作为资料。 

望广大遥感科技工作者大力支持，踊跃投稿。来稿请寄： 

《遥感快讯》编辑部 

地址：北京 9718信箱 学会办公室邮编：100101   

 联系电话：86-10-64806542，64807989 传真：86-10-64806569 

联系人：吴 洁  于 璐     电子信箱：aers@radi.ac.cn 

mailto:aers@radi.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