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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的基本要求和监测流程，并规定了卫星遥感图像获取、

数据预处理、船只目标检测、评价方法、专题图制作、质量控制、数据整理与资料归档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恒虚警率（CFAR）方法的可见光遥感图像和合成孔径雷达（SAR）遥感图像海

上船只目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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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5920 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

GB/T 17833—1999 渔业用图编绘规范

CH/T 3019—2018 1∶25 000 1∶50 000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生产技术规范

CH/T 3034—2023 海洋内波遥感调查技术规范

DZ/T 0265—2014 遥感影像地图制作规范（1∶50 000、1∶250 000）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9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陆地掩膜 land masking
遮蔽或移除卫星遥感图像中陆地区域的方法。

3.2
AIS数据匹配 AIS data matching
采用插值方法将船只AIS信息与卫星遥感图像的时间和空间位置进行匹配。

3.3
虚警 false alarm
监测范围内，检测出来的非真实目标。

注：本文件中目标指船只目标。

3.4
虚警率 false alarm rate
监测范围内，虚警的个数占真实目标个数与虚警个数之和的比率。

3.5
品质因数 figure of merit
正确检测的目标个数占真实目标个数与虚警个数之和的比率。

file:///D:/Program%20Files%20(x86)/baidu-translate-client/resources/app.asar/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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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S：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CFAR：恒虚警率（Constant False-Alarm Rate）
CGCS2000：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
RFM：有理函数模型（Rational Function Model）
RPC：有理多项式系数（Rational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SAR：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TIFF：标签式图像文件格式(Tagged Image File Format)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5 基本要求

5.1 船只目标监测

利用卫星遥感图像进行海上船只目标监测，监测流程应满足操作要求。对于目标的最终确认，应

通过AIS数据匹配或者结合专家经验进行判定。

5.2 空间参考

5.2.1 坐标系统

采用 CGCS2000坐标系。必要时，可采用经批准的其他坐标系。

5.2.2 地图投影

按照 GB/T 17833—1999中 5.1.3.1的规定执行。在极地区域，可采用其他地图投影。

5.2.3 时间基准

采用北京时间。

5.3 控制点

选取卫星遥感图像四个角点或可获取已知经纬度信息的目标点作为控制点，利用多个控制点的位

置信息构建校正模型，进行几何校正。控制点来源于：

a) 卫星遥感图像提供的坐标信息；

b) 卫星遥感图像中典型地物目标，通过与地面控制点匹配得到其坐标信息。

6 监测流程

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工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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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工作流程

7 卫星遥感图像获取

7.1 获取要求

获取的卫星遥感图像资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可见光遥感图像分辨率应优于 16 m，SAR遥感图像分辨率应优于 20 m；

b） 可见光遥感图像的集中云量应小于 5%，海上总云量不应超过 10%，且图像接边处、船只目标

特征区域不应有云；

c） SAR遥感图像应无明显坏线、陆地虚影等干扰；

注：虚影俗称“鬼影”。

d） 卫星遥感图像格式为标准产品格式或其他能被通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读取的数据格式；

e） 卫星遥感图像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图像文件，一般为 TIFF或其他标准图像格式的图像文件；

——利用严密几何模型构建的有理多项式函数模型参数文件，一般为 RPC文件；

——元数据文件，包含分辨率、入射角、波段、经纬度等具体参数信息，一般为 XML文件。

8 数据预处理

8.1 技术要求

数据预处理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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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预处理应包含图像滤波、几何校正、陆地掩膜等步骤；

b) 卫星遥感图像滤波处理后，图像的均值方差比应提升（1~2）倍；

c) 卫星遥感图像几何校正后，位置误差应小于 5个像元。

8.2 处理方法

8.2.1 图像滤波

利用图像滤波方法降低可见光遥感图像和 SAR遥感图像中噪声的干扰，应根据图像类型选取合适

的图像滤波方法：可见光遥感图像宜采用中值滤波；SAR遥感图像宜采用 Lee滤波。中值滤波和 Lee
滤波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8.2.2 几何校正

8.2.2.1 在有地面控制点情况下，采用 RFM模型。可见光遥感图像按照 CH/T 3019—2018中 7.4的方法

进行几何校正；SAR遥感图像按照 DZ/T 0265—2014中 6.3的方法进行几何校正。

8.2.2.2 在无地面控制点情况下，采用卫星遥感图像自带的坐标信息进行几何校正。

8.2.3 陆地掩膜

采用目视解译方法，沿海陆边界线划分出陆地区域和海洋区域，将卫星遥感图像中的陆地区域遮

蔽或移除，仅在海洋区域进行船只检测。

9 船只目标检测

9.1 检测要求

海上船只目标检测要求如下：

a) 目标检测位置与图像位置误差应小于 2个像元；

b) 对于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检测的品质因数应不低于 0.70；
c) 对于 SAR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检测的品质因数应不低于 0.80；
d) 对于可见光遥感图像和 SAR遥感图像，虚警率均应不高于 0.25。

9.2 检测方法

9.2.1 背景建模

分别对可见光遥感图像和 SAR遥感图像按照如下方法进行背景建模：

a) 对于可见光遥感图像，宜在选取全部波段的均值图像后，计算可见光遥感图像中海洋区域灰

度的直方图分布。对于 SAR遥感图像，计算 SAR遥感图像中海洋区域幅度或强度的直方图

分布；

b) 计算直方图分布的形状和尺度等参数；

c) 将参数代入海杂波统计分布模型进行背景建模。可见光遥感图像宜采用高斯分布模型；SAR
遥感图像宜采用 K分布模型。海杂波高斯分布和海杂波 K分布模型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9.2.2 阈值分割

采用 CFAR方法。基于背景建模结果，利用设置的虚警概率计算分割阈值。将可见光遥感均值图

像和 SAR遥感图像中的每个像素与分割阈值进行对比，如果像素值大于分割阈值则将该像素判为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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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目标。阈值分割计算见公式（1）。

0
1 ( )cI

faP p x dx   ........................................................ (1)

式中：

Pfa ——虚警概率，初始值可选为10-3，通常调节范围为10-5～10-1；
IC ——分割阈值；

p(x)——海杂波幅度或强度值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

9.2.3 虚警目标排除

对阈值分割得到的全部疑似船只目标区域进行目视解译，排除岛礁、海上构筑物、海杂波等虚警

目标，确定真实船只目标。卫星遥感图像真实船只目标样例见附录C。

9.2.4 船只位置提取

对检测出来的船只目标几何中心位置进行坐标转换，得到船只目标检测结果的经纬度位置信息，

并记录船只目标信息。船只目标位置要素属性字段应符合附录 D的规定。

10 评价方法

10.1 检测结果评价

应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进行检验，从卫星遥感图像中检测到的目标位置信息进行 AIS数据匹配，

具体方法如下：

a) 选取遥感卫星成像时刻前后 15min内，共 30min的船只 AIS数据；

b) 以卫星遥感图像成像时刻为中心时刻，结合船只目标的速度和方向，对船只 AIS数据进行线

性插值，提取与卫星遥感图像成像时间相同的船只 AIS数据，实现船只 AIS与卫星遥感图像

的时空匹配；

c) 将提取的船只 AIS数据与卫星遥感图像的目标检测结果在地图上进行标示和匹配；

d) 对于无匹配数据的情况，通过目视解译的方法判别真实目标个数。

10.2 指标计算

统计正确检测的目标个数、虚警个数、真实的目标个数。按照公式（2）和公式（3）分别计算虚

警率和品质因数。

fa
fa

gt fa

N
R

N N



............................................................... (2)

式中：

Rfa ——虚警率；

Nfa ——虚警个数；

Ngt ——真实目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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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fom

gt fa

NR
N N




..............................................................(3)

式中：

Rfom ——品质因数；

Ntt ——正确检测的目标个数。

11 专题图制作

11.1 制作要求

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制作要求如下：

a) 专题图中应包含地理底图、卫星遥感图像和目标位置；

b) 卫星遥感图像应清晰、色调均匀和反差适中；

c) 不同卫星遥感图像和数据得到的目标位置信息应使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d) 输出分辨率应不低于 300dpi。

11.2 构成要素

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构成要素如下：

a） 图名；

b） 经纬度及其注记；

c） 卫星遥感图像；

d） 指北针；

e） 比例尺；

f） 卫星名称；

g） 成像时间；

h） 监测海域；

i） 极化方式；

j） 分辨率；

k） 入射角；

l） 船只检测结果；

m） 船只 AIS数据；

n） 虚警率；

o） 品质因数；

p） 制作时间；

q） 制图人员；

r） 制作单位；

s） 审核；

t） 图例。

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见附录 E。

11.3 制作程序

11.3.1 地理底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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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底图制作步骤如下：

a) 加载海洋和陆地的地图图层；

b) 设定专题图的边框格式、经纬度等分线；

c) 添加卫星图像的参数信息、指北针、比例尺等图例信息。

11.3.2 卫星遥感图像加载

卫星遥感图像加载步骤如下：

a) 加载几何校正后的卫星遥感图像，卫星遥感图像的图层应叠加在陆地图层之下，海洋图层之

上；

b) 当需要添加多幅卫星遥感图像时，应对图像进行色调调整，使接缝处图像的灰度、色调与整

幅图像协调。

11.3.3 目标位置信息加载

目标位置信息加载步骤如下：

a) 将船只目标检测结果和船只 AIS数据转化为遥感制图软件可以读取的格式；

b) 将船只目标检测结果和船只 AIS数据图层叠加在最上方；

c) 显示船只目标检测结果和船只 AIS数据的经纬度位置；

d) 将船只目标检测结果和船只 AIS数据的图层分别用不同颜色区分表示。

12 质量控制

应严格执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上一级检查未进行前不应进行下一级检查，各级检查应

单独进行。过程质量控制包括下列内容：

a) 卫星遥感图像获取：卫星遥感图像应符合 7.1要求，文件资料应齐全；

b) 数据预处理：检查卫星遥感图像在图像滤波后的均值方差比、几何校正后的定位误差以及陆

地掩膜后海洋和陆地区域图像是否完整。若满足 8.1要求，执行船只目标检测；若不满足，

应按照 8.1要求重新进行数据预处理；

c) 船只目标检测：背景建模中应检查是否选取了合适的模型以及模型计算的正确性；阈值分割

中应检查虚警概率设定和阈值计算的正确性；应安排经验丰富的人员参照附录 C对检测结果

进行目视解译，排除岛礁、杂波等虚警目标；最后，检验目标检测位置与图像位置的误差，

若满足 9.1 a)的要求，执行评价方法；若不满足，应按照 9.1 a)的要求重新进行船只目标检测；

d) 评价方法：AIS数据匹配要经过插值处理后计算品质因数和虚警率，当无法获取 AIS数据时，

通过目视解译判断真实目标再计算品质因数和虚警率。品质因数和虚警率的精度若满足 9.1b)、
9.1c)和 9.1d)的要求，执行专题图制作；若不满足，应调节虚警概率，按照 9.1b)、9.1c)和
9,1d)的要求重新进行船只目标检测和指标计算；

e) 专题图制作：专题图的格式应规范，构成要素应完整。若满足 11.1要求，执行数据整理与资

料归档；若不满足，应按照 11.1要求重新进行专题图制作。

13 数据整理与资料归档

13.1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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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作结束后，对获取的数据和提取的信息进行整编，包括原始卫星遥感图像数据、预处理后

卫星遥感图像数据、船只目标检测结果、AIS数据匹配信息以及专题图。数据整编按照CH/T 3034—
2023中10.1的规定执行。

13.2 资料归档

应对整理的数据进行归档，归档内容包括：

a) 原始的卫星遥感图像和船只 AIS数据；

b) 处理后的卫星遥感图像和插值后的船只 AIS数据；

c) 船只目标检测结果和 AIS数据匹配信息；

d) 专题图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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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中值滤波和 Lee滤波

A.1 中值滤波

中值滤波是指利用非线性平滑技术，将每一像素点的灰度值设置为该点某邻域窗口内所有像素点

灰度值的中值。中值滤波的方法如下：

a）设定中值滤波的滤波窗口大小，例如长宽为 3×3的矩形窗口，A=9；
b）对于图像中的像素，以位于 ( , )i j 坐标处的待求像素 ( , )f i j 为中心，选取滤波窗口大小的像素，

利用公式 A.1计算全部像素的中值 ( , )g i j ；

,( , ) { ( , )} { , ( , ) ( , )}i r j sA
g i j Med f i j Med f r s A i j    ............................. (A.1)

式中：

i ——当前像素点所在位置的横坐标；

j ——当前像素点所在位置的纵坐标；

( , )g i j ——滤波后图像的灰度值；

( , )f i j ——含噪图像的灰度值；

{}Med ——取中值；

A ——滤波窗口大小；

r ——沿行方向移动的像素距离；

s ——沿列方向移动的像素距离；

, , ( , )i r j sf r s  —— ( , )f i j 沿行列分别移动了 r和 s 个像素位置后的灰度值；

( , )A i j ——滤波窗口中的像素。

c）计算得到中值 ( , )g i j ，替代待求像素的值 ( , )f i j ；

d）遍历图像中的全部像素，得到最终的中值滤波图像。

A.2 Lee滤波

Lee滤波是指基于乘性斑点噪声模型，通过滑动窗口获得图像局部统计特征进行滤波处理，实现

噪声处理。Lee滤波的方法如下：

a） 设定 Lee滤波的滤波窗口大小；

b） 计算滤波窗口内全部像素的均值u和标准差 u ；

c） 对于图像中的像素，以待求像素为中心，选取滤波窗口大小的像素，利用公式 A.2计算全部

像素的图像去噪后的灰度值  ( )R t ；

2/( ) ( ) [1 ( ) ]( ( ) ( ))
( ) / ( )
u

I

uR t I t I t I t
t I t






    ................................... (A.2)

式中：

t——当前像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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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t ——图像去噪后的灰度值；

( )I t ——噪声去除后 ( )I t 的数学期望；

u ——噪声斑 u的标准差；

u ——噪声斑 u的均值；

( )I t ——图像 ( )I t 的标准差；

( )I t ——图像去噪前的灰度值。

d） 计算得到  ( )R t ，替代待求像素的值 ( )I t ；

e） 遍历图像中的全部像素，得到最终的 Lee滤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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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海杂波高斯分布和海杂波 K分布模型

B.1 海杂波高斯分布模型

高斯分布模型的计算方法如下：

a）选取待计算的海杂波区域，进行直方图统计；

b）计算所选海杂波区域的像素值均值和标准差 ；

c）将计算得到的均值和标准差 ；带入 B.1得到高斯分布模型的概率密度函数 ( )f x 。

高斯分布模型见公式（B.1）。

 2
2

1( ) exp( )
22


 
x

f x



............................................. (B.1)

式中：

x ——海杂波直方图分布的海面背景幅度值；

f(x)——海杂波概率密度函数；

 ——海杂波区域的像素值标准差；

 ——海杂波区域的像素值均值。

B.2 海杂波 K分布模型

K分布模型的计算方法如下：

a）选取待计算的海杂波区域；

b）利用对数累量法计算所选海杂波区域的 L、α、λ参数；

c）将计算得到的 L、α、λ带入 B.2得到 K分布模型的概率密度函数 ( )f x 。

K分布模型见公式（B.2)。

124( ) ( ) (2 ), , , 0
( ) ( )

L
L

Lf x L x K x L L
L




   



 

 
 

..................... (B.2)

式中：

  ——伽马函数；

L ——海杂波直方图分布的等效视数；

 ——海杂波直方图分布的形状参数；

 ——海杂波直方图分布的尺度参数；

 LK  ——  L 阶第二类修正Bessel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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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卫星遥感图像真实船只目标样例

各类不同分辨率的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见图 C.1，SAR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见图 C.2。

a) 0.5m b) 0.5m c) 0.5m

d) 2m e) 2m f) 3m

g) 5m h) 8m i) 16m

图 C.1 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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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m b) 3m c) 5m

d) 5m e) 8m f) 8m

g) 10m h) 10m i) 20m

图 C.2 SAR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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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船只目标位置要素属性字段

船只目标位置要素属性字段内容按照表 D.1的规定执行。

表 D.1 船只目标位置要素属性字段内容

序号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示例

1 船只目标经纬度 浮点型 按照十进制度保留小数点后 5位 122.37834E,23.66487N

2 船只MMSI号 整型 AIS自有字段，9位数字 367837000

3 船只 AIS位置 浮点型 按照十进制度保留小数点后 5位 122.37834E,23.66487N

4 船只 AIS速度 浮点型 单位:节（kn），保留小数点后 1位 9.5 kn

5 经纬度精度 浮点型 按照十进制度保留小数点后 5位 0.00001

6 所用图像来源 字符型 卫星平台名称 GAOFEN-3

7 坐标系 字符型 采用 CGCS2000坐标系 CGCS2000

8 成像时间 日期型 采用“YYYY-MM-DD HH:MM”格式 2022-12-28 12:12

9 空间分辨率 浮点型 卫星遥感图像的分辨率 0.5m

10 船只目标验证数据 字符型 验证数据来源 AIS或目视解译

11 目标批号 字符型 监测任务中自定义的任务批次号 1

12 图像切片 字符型 所用图像是否切片，第几个切片
“chip1”表示第一个切片，“ ”表示整

幅图像

13 图像长度 整型 图像横向所占像元个数 300

14 图像宽度 整型 图像纵向所占像元个数 30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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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

可见光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见图 E.1，SAR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见图

E.2。

图 E.1 可见光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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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2 SAR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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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概况

1.1 任务来源

2020年 9月 11日，自然资源部下达《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3号），

本文件是自然资源部立项的 2020年自然资源卫星应用行业标准计划项目之

一，项目编号：202033004，标准计划名称《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技

术标准》。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卫星应用分技术委员

会归口，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起草。

1.2 目的意义

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是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海上航运和渔业活动增多、海上侵权事件频

发，为了维护海洋安全，迫切需要对海上船只目标进行监视监测。海上船

只目标数量多且类型复杂，分布范围较广，利用传统方法对海面进行大范

围监测存在一定困难。遥感技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重复获取某一地区的全

局信息，是进行大范围目标监测的有效手段。SAR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监

测能力，但重访周期长，限制了 SAR在船只业务化监测中的应用。可见光

遥感图像空间覆盖范围大、时间分辨率高，数据来源丰富，特别是自主高

分辨率可见光遥感为船只业务化监测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源保障，具有明显

的优势。因此，开展基于遥感的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技术对国防安全保

障、海洋工程、海洋生态的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遥感作为海洋船只目标监测的重要手段，其数据量庞大，且种类繁多。

遥感船只监测技术已应用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海洋公益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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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单位和公司等都在进行船只监测的业务和服务，但当前国内还

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可以遵循，存在作业流程不规范、精度要求不明确等

问题，影响船只遥感信息提取的质量。因此急需制定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

感监测规范，来指导遥感数据应用的规范性，提高遥感影像在船只目标监

测方面的可靠性及应用水平。本项目拟制定可行实用并兼顾发展的海上船

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统一遥感数据的规范使用，以及提高船只

遥感监测的可靠性。

1.3 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编制任务下达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了编制

组。编制组成员包括总体技术负责人和长期从事卫星应用船只监测专业领

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分工合作开展标准各章节的编写，编制组主要人

员组成及分工见表 1。

表 1 编制组人员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备注

1 孟俊敏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规范编制负责人，总体统筹标

准编制等工作

2 张 晰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负责标准编制与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主体框架等工作

3 刘根旺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负责标准编写、组织协调、审

查报批等工作

4 计科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5 陈思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6 高 贵 西南交通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7 冷祥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8 熊博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9 熊 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10 姚力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11 张 驰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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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征求意见稿阶段

2019年 11月-2020年 2月，编制组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详细的工作

计划，集体学习了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的发展现状，在

前期编制的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完善，形

成标准草案。

2020年 3月-2021年 9月，以标准草案为基础，编制组又以电话、社交

软件、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的形式与海洋测绘领域生产作业单位、大学、

科研院所的多位技术专家和生产专家进行多次交流探讨，对标准的主要内

容进行了逐条重新梳理和完善，确定了标准大纲、标准主要内容等。最后

综合多位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各部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初稿。

2021年 9月-2022年 6月，编制组针对标准初稿中各条重要技术要求和

关键指标逐条开展理论推导分析和进一步试验验证，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及

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2年 7月，按照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工作管理规

定要求，编制组将征求意见稿发至标委会全体委员和部分单位，开始征求

有关单位及专家意见。

2022年 9月，标委会建议继续完善后，重新征求意见，编制组针对标

委会委员和相关专家所提的建议，逐条开展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

见稿第二版后发给相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共收到回函单位数 22个，其

中，3份无意见，共整理意见和建议 132条，其中采纳 113条，部分采纳 9

条，未采纳 10 条。

2022年 10月-2023年 5月，在卫星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指导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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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下，进一步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内容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和确认，

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送审讨论稿。

1.4.2 送审稿阶段

2023年 5月 30日，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标

准预审会，来自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

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

感技术研究院、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量队的 11名专家参加预审会，专家

对标准送审讨论稿和编制说明提出了针对性修改意见。会后，编制组根据

预审会专家提出的 29条审查意见，对标准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了认真修改，

并于 2023年 6月形成送审稿。

1.4.3 报批稿阶段

2023年 7月 7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卫星应用分技术委

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送审稿审查会，参加审查会的有国家卫星海洋应用

中心、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

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遥

测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研究院、北京遥感信息研

究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相关单位的 12名专家。会议对标准送审材料进

行了认真审查，给出了审查结论，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建

议标准名称修改为《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并按照专家

审查修改意见修改后以推荐性行业标准报批。

2023 年 7 月，编制组根据审查会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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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标准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1）一致性与规范性

本文件与 GB/T 15920-2010《海洋学术语 物理海洋学》、GB/T

14950-2009《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等相关标准相互协调，保持标准内容间

的一致性，避免新制定标准同已经颁布实施或正在报批的相关标准之间的

冲突和矛盾。标准编制的所有阶段均遵守国家标准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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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标

准编制的规范性。

（2）科学性与系统性

本文件针对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任务，依据内容完整、技术规范和

科学合理的原则，以作业范围、基本要求、数据获取、数据处理、船只目

标信息提取、评价方法和专题图制作等方面分别开展相关内容的编制，保

证了文件的系统性。

（3）有效性与可靠性

船只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基于专项调查的经验积累和总结编制，并随着

相关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补充加入新的内容和方法。目前，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已经在多个海洋公益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任务中使

用了本文件规范，本文件的使用有效保证了船只遥感监测的工作效率，便

于规范工作流程、统一数据格式、保证成果有效性和可靠性。

（4）实用性和可扩展性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数据质量、遥感图像预处理方法、船只

目标检测方法等影响因素，依据船只遥感监测多年的工作经验，能够满足

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船只遥感监测需求，具有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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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情况调研

船只是海上运输和军事作战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快速和精确的监测

对于打击非法入侵船只、参与海上救援、进行渔业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进行海洋开发和监测的基础。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标准体系的构建

有助于船只目标遥感监测工作的科学、规范、有序开展。船只在海洋中的

数量庞大，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要大范围监测船只，遥感是最佳手段。

目前卫星遥感数据量庞大，种类繁多，为船只监测提供了数据基础。同时，

遥感船只监测技术已应用于多个海洋公益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

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况。由于当前国内外还没有国家或行

业标准可以遵循，存在作业流程不统一、精度要求不明确等问题，影响船

只遥感监测的成果应用。因此急需制定海上船只遥感监测规范，来指导遥

感数据应用的规范性，提高遥感影像在船只监测方面的可靠性及应用水平。

2.3 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2.3.1 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针对全球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测需求，总结近年来船只遥感监

测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技术的实用性，规范相关的作业过程，为海事、

港口、渔业等管理部门提供管理支撑和决策依据。由于海上船只目标数量

庞大且分布范围较广，现场大范围监测存在一定困难。卫星遥感具有大范

围、高时空分辨率、全天候等特点，已成为船只监测的重要手段。自从上

世纪 70年代以来，一系列卫星的可见光和 SAR传感器都获得了大量的船

只目标遥感图像，为船只目标检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遥感资料。基于遥

感图像，可以直观看到船只的空间分布情况，连续多景图像还可以得到船

只的运动特征，这是常规手段难以做到的，而对于船只的坐标位置、运动

轨迹的研究更需要大范围重复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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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确立了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的基本要求和监测流程，并

规定了卫星遥感图像获取、数据预处理、船只目标检测、评价方法、专题

图制作、质量控制、数据整理与资料归档等内容。适用于基于恒虚警率

（CFAR）方法的可见光遥感图像和合成孔径雷达（SAR）遥感图像海上船

只目标监测。

2.3.2 关于卫星遥感图像获取

本文件给出了船只遥感监测所需收集的遥感数据类型和要求。数据类

型主要包括可见光遥感图像和 SAR遥感图像。可见光遥感图像具有高时间

分辨率、刈幅宽度大等优势，SAR遥感图像不受云雾等外界环境的干扰，

与可见光遥感图像结合可实现船只的高时空分辨率的监测。船只作为一种

小尺寸的海上目标，利用中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开展船只遥感监测，能够

得到细节更丰富、结果更准确的船只监测成果，因此，为了覆盖从小型船

只到大型船只的大跨度船只尺寸的监测需求，本文件对遥感数据的基本要

求如下：

a) 为保证船只的可见性和可检测性，可见光遥感图像分辨率应优于

16m，SAR遥感图像分辨率应优于 20 m；

b) 可见光遥感图像的集中云量应小于 5%，总云量不应超过 10%，且

图像接边处、船只目标特征区域不应有云；

c) SAR遥感图像无明显噪声、斑点和坏线、陆地方位向鬼影等干扰；

d) 卫星遥感图像格式为标准产品格式或其他能为通用遥感图像处理软

件读取的数据格式；

e) 卫星遥感图像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 图像文件，一般为 TIFF或其他标准图像格式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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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严密几何模型构建的有理多项式函数模型参数文件，一般为

RPC 文件；

—— 元数据文件，包含分辨率、入射角、波段、经纬度等具体参数信

息，一般为 XML文件。

常用的可见光卫星遥感图像和 SAR卫星遥感图像数据源如表 2和表 3

所示。

关于可见光卫星遥感图像分辨率的问题，船只目标检测对可见光遥感

图像的分辨率有一定要求，这是因为较低的分辨率可能会导致船只目标在

图像中不够清晰或无法明确辨别。较高的分辨率可以提供更好的目标分辨

能力，使得船只目标在图像中更加清晰和可识别。船只通常具有不同的尺

寸和形状，而较高的分辨率可以更好地捕捉和表示这些细节，有助于准确

地检测船只目标。一般来说，对于船只目标检测，较高的可见光图像分辨

率是有益的，通常在数米至十几米的范围内。结合表 2目前国内和国际的

可见光学卫星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GF-2的分辨率已经能达到亚米级别，

Landsat8可达到 15m，Sentinel-2可达到 10m，国产的 GF-1、GF-6的分辨

率均在 16m以上，有经验的专家可以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初步判定是否为船

只，因此，建议光学分辨率优于 16m，即可开展可见光卫星遥感船只监测

工作。

表 2 常用的可见光卫星遥感数据源

序号 卫星 国家或机构 重放周期(天) 波段数
空间分辨率

(m)

1 SkySat-2 美国 — 5 0.9/2

2 WorldView-4 美国 <3 5 3/5/25/50

3 Sentinel-2 欧空局 10 13 60/20/10

4 Landsat8 美国 16 11 10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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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F-1 中国 4 8 16/8/2

6 GF-6 中国 4 8 16/8/2

7 环境二号 中国 2 8 16

8 资源三号 中国 5 5 2.1/3.6/5.8

9 SPOT-7 法国 — 5 1.5/6

10 ALOS 日本 2 5 2.5/10

11 THEOS 泰国 3 5 2/15

关于 SAR卫星遥感图像分辨率的问题，第一、从技术要求角度分析，

利用 SAR遥感图像进行船只检测，对于 SAR的分辨率要求不高，由于船只

在 SAR图像中表现为高亮的点，相对于海洋背景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因此，

Envisat-ASAR仅有 75m分辨率也可以进行大范围内的船只检测，第二、从

数据获取角度，随着目前星载 SAR技术的提高，如表 3所示大部分卫星主

要工作模式的分辨率都在20m以上，其中，目前能够免费获取的是 sentinel-A

卫星，该卫星 SAR的主要工作模式的分辨率为 20m。第三、从后续任务的

延续性角度，一般开展了目标检测后，用户单位还会有类型识别进一步的

要求，希望初步判断出具体船只类型，对于分辨率 20m以上的遥感数据，

有经验的专家可以通过人工目视解译初步判定是否为船只。综上，从技术

要求、数据获取以及后续任务角度综合考虑，建议 SAR船只检测分辨率优

于 20m。
表 3 常用的 SAR 卫星数据源

序号 卫星 国家或机构 工作波段 分辨率（m） 入射角（°）

1 GF-3 中国 C 1~500 10~60

2 TerraSAR-X 德国 X 1~16 20~55

3 COSMO-SkyMed 意大利 X 1~100 25~50

4 Radarsat-2 加拿大 C 1~100 20~49

5 Sentinel-1A/B 欧空局 C 5~20 20~46

6 ALOS-2 日本 L 1~100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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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关于数据预处理

卫星传感器在成像过程中，因物镜畸变、大气折光、地形起伏等因素

导致的原始图像上各地物的几何位置、形状、尺寸、方位等特征与在参照

系统中的表达要求不一致时产生的变形。因此，在进行海上船只目标信息

提取前，需要对原始的卫星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等预处理，经过几何校

正的遥感图像可以更好地给出船只的准确位置。本文件给出了可见光遥感

图像和 SAR 遥感图像所需的预处理要求，在有地面控制点情况下，采用

RFM模型，进行几何校正；在无地面控制点情况下，采用卫星遥感图像自

带的坐标信息进行几何校正。为消除陆地对船只检测结果影响，还需进行

陆地掩膜处理，遮蔽或移除遥感图像中的陆地区域，使后续工作仅在海洋

区域进行。此外，遥感图像从采集到传输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噪声污染，这些噪声导致图像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船只目标检测

的精度，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图像滤波方法降低遥感图像中噪声的干扰，

同时保持图像的边缘细节信息。

2.3.4 关于船只目标检测

本文件给出了海上船只目标检测与信息提取的技术要求和提取流程。

船只目标检测与信息提取常采用 CFAR算法，该算法是自动目标检测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方法的核心步骤是选取合适的背景概率密度函数分布

模型进行海杂波的建模拟合，通过计算出背景的均值和方差等参数，带入

到分布模型中，反解出用于船只检测的分割阈值。对于图像中大于分割阈

值的像素，判定为船只目标像素，反之，则判定为海洋背景像素。对于可

见光遥感图像，背景概率密度函数分布模型采用高斯分布模型，对于 SAR

遥感图像，背景概率密度分布模型采用 K 分布模型。在完成了 CFAR检测

后，从海洋背景中提取疑似船只目标区域，再对疑似船只目标区域进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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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目视解译，确定准确的船只目标区域。CFAR方法能够通过调节分布模型

参数，实现对不同的雷达观测参数、不同海况条件的海洋背景的精确拟合，

具有计算速度快，工程化简便，理论模型清晰，适用范围广等优势。

通常，可见光和 SAR遥感图像具有多个波段或者极化通道。通过实验

分析，建议可见光对全部波段求平均得到均值图像后再做海杂波背景建模，

对于 SAR图像，建议选用按照交叉极化/水平极化/垂直极化（HV/HH/VV）

的优先顺序选择极化通道后再做海杂波背景建模。

关于可见光遥感图像波段的选择问题。采用 GF-1、Sentinel-2A/B等卫

星分析波段选择的合理性，所用遥感图像数据信息如表 4。

表 4 可见光卫星遥感图像数据信息表

序号 卫星 时间 分辨率

1 GF-1 2019-07-16 11:26:50 16m

2 Sentinel-2A 2023-01-10 11:21:21 10m

3 Sentinel-2B 2023-01-05 11:21:29 10m

图 1-图 3分别给出了三个数据的各通道灰度图像及均值图像。图 4-图

6分别给出了各通道对应的海杂波背景直方图，各通道的海杂波背景直方图

统计都符合高斯分布。作为灰度图像，船只在图像中表现为亮区域、海洋

则为灰暗区域，因此，图像中船海对比度（TCR）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船只的可检测潜力，TCR的公式如(1)所示，通常认为 TCR越大，船只被

检测的可能性就越高

TCR= 20 ∗ lg ��
��

(1)

式中：

TCR——船海对比度；

�� ——目标像素的均值；

�� ——背景像素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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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给出了三景图像中的 TCR统计值，GF-1和 Sentinel-2A图像中 B

通道的 TCR最大，Sentinel-2B图像中的 R通道的 TCR最大，可见，对于

不同的数据而言，TCR最大的通道并不具有相同的规律，所以，本文件建

议对 RGB三个通道进行求平均处理，得到的均值图也具有较高的 TCR，适

合进行可见光遥感图像的船只目标检测。

R通道图像 G通道图像

B通道图像 均值图像

图 1 GF-1 各通道灰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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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通道图像 G通道图像

B通道图像 均值图像

图 2 Sentinel-2A 各通道灰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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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通道图像 G通道图像

B通道图像 均值图像

图 3 Sentinel-2B 各通道灰度图像

图4 GF-1各通道的海杂波背景直方图统计

图 5 Sentinel-2A 各通道的海杂波背景直方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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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entinel-2B 各通道的海杂波背景直方图统计

表 5 船海对比度统计（分贝：dB）

船海对比度

卫星
R通道图像 G通道图像 B通道图像 均值

GF-1 1.78 2.28 2.89 2.56

Sentinel-2A 1.07 1.48 3.27 2.87

Sentinel-2B 3.23 2.44 1.55 2.71

关于 PFA虚警概率的设置选择：当选定了合适的海杂波背景后，CFAR

方法的检测效果关键在于虚警概率的设置。虚警率的设置根据经验设定；

当虚警概率设置较大，会产生较多的虚警目标，而当虚警率设置较小时，

又可能导致目标的漏检，降低检测概率。通常初始的虚警概率 PFA设定为

10-3，根据检测结果，当漏检目标较多，虚警目标较少时，可增大虚警概率

PFA直到 10-1，当虚警目标较多，漏检较少时，可减小虚警概率 PFA至 10-5。

因此，将选择范围设定为 10-5～10-1较合适，通过调节虚警概率，实现对目

标漏检和虚警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显示虚警概率设定对船只检测性能的影响分析，我们选取

了若干 SAR 数据，测试不同分辨率条件下的船只检测性能时，先对 SAR

图像进行解译，确定样本中的目标像元个数及海洋像元个数，然后采用像

素级的检测方法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全局 CFAR检测，虚警率设置为 10-5~10-1，

并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给出不同虚警概率下对应的检测品质因数（FOM）。选用8景Radarsat-2

卫星 SAR数据，如表 6所示。测试分析几种分辨率下的 SAR卫星遥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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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检测性能，其中，1、3、4、5、6、7、8号数据用于测试 HH极化，2、

6、7号数据用于测试 VV极化。

表 6 实验数据详细信息

序号 卫星 时间 极化 像元间隔m*m 分辨率/m 入射角/°

1 RadarSat-2 2009-12-16 HH 1.33*2.05 3 34.05-35.34

2 Radarsat-2 2010-07-20 VV 1.33*2.08 3 29.83-31.22

3 RadarSat-2 2011-05-17 HH 6.25*6.25 8 30-39

4 Radarsat-2 2013-12-11 HH 1.33*2.0 3 31.36-34.55

5 Radarsat-2 2013-12-13 HH 1.33*2.0 3 38.75-41.25

6 Radarsat-2 2013-12-25 VV/VH 4.73*5.22 8 19.21-31.07

7 Radarsat-2 2015-03-29
HH/VV

/HV/VH
4.78*4.73 8 26.88-28.69

8 Radarsat-2 2015-11-11 HH/HV 5.23*4.73 8 19.28-31.17

图 7-图 8给出了不同分辨率条件下的 CFAR检测的 ROC曲线图，横坐

标为不同的虚警概率，纵坐标为其对应的 FOM，从图 7和图 8中可见，ROC

曲线基本都为抛物线，这表明 FOM随着虚警概率的减小而增大，达到某一

虚警率后，FOM开始减小。可以说明，将初始的虚警概率设定为 10-3，后

续再根据检测要求进行调整是合理的。

图 7 VV 极化下 a) 3m，b) 8m，c）8m,分辨率检测 ROC 曲线

图 8 HH 极化下 a)3m，b)8m，c)8m，分辨率条件下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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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关于专题图制作

本文件对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视监测专题图进行规范，包括制作过程

的技术要求和构成要素。考虑到图件的美观、直观、全面和规范等要求，

海上船只目标遥感监视监测专题图要素众多，构成要素中设计图例一项，

便于理解。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见图 9和图 10

图 9 可见光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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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SAR 卫星遥感监测船只分布专题图样例

三、验证试验的情况和结果

3.1 验证内容

本文件制定的是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的主要工作流程，主要内

容是进行船只目标的检测，因此，要对检测结果，即目标的真伪以及检测

精度进行评价验证。

3.2 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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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船只真实性检验

船只目标监测的结果验证可通过 AIS数据匹配并结合目视解译方法来

确定目标的真实性。以下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海上船只目标光学和 SAR遥感

图像样例。

各类不同分辨率的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如下：

a) 0.5m b) 0.5m c) 0.5m

d) 2m e) 2m f) 3m

g) 5m h) 8m i) 16m

图 11 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



20

SAR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如下：

a) 3m b) 3m c) 5m

d) 5m e) 8m f) 8m

g) 10m h) 10m i) 20m

图 12 SAR 遥感图像船只目标样例

3.2.2 船只检测精度评价

考虑到 AIS数据与遥感图像获取时间不完全一致，且船只的定位可能

会发生偏差，采用线性插值和外推处理将船只 AIS数据的时间和空间位置

与可见光遥感图像或 SAR遥感图像进行统一。船只检测结果与 AIS数据匹

配的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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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取遥感卫星过境时刻前后 15min内，共 30min的船只 AIS数据；

b) 以遥感图像成像时间为中心时刻，对船只 AIS数据进行线性插值，

提取与遥感图像成像时间相同的船只 AIS数据，实现船只 AIS与遥

感图像的时空对齐；

c) 将提取的船只 AIS数据与遥感图像的目标检测结果在地图上进行标

示和匹配，选取无歧义的匹配数据作为真实目标并统计其个数。

为了综合评价海上船只目标检测的性能，利用虚警率(FAR)和船只检测

品质因数(FOM)评价船只目标检测准确度：

虚警率表示误检的目标个数占所有目标的比例，见公式(2)。

��� =
���

��� + ���
(2)

式中：

Rfa ——虚警率；

��� ——虚警目标个数；

��� ——真实目标个数。

船只检测品质因数表示正确检测的目标个数占所有目标的比例，见公

式(3)。

���� =
���

��� + ���
(3)

式中：

Rfom ——检测品质因数；

��� ——正确检测的目标个数；

��� ——真实的目标个数；

��� ——虚警目标个数。

根据作业要求，若精度不合格，则须继续优化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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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见光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利用GF-1、Sentinel-2A、Sentinel-2B光学遥感图像验证测试检测精度，

其中，红色圆圈标出了舰船目标，各算法检测结果中红色圆圈表示正确检

测的舰船目标，蓝色三角表示虚警，橙色菱形表示漏检。具体的数据在各

对应的表格中给出。

(a) GF-1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19-07-19，分辨率为16m，图像切片大小为1000×1000。

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3所示，检测精度如表7所示。

图 13 GF-1 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表 7 GF-1 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4 4 0 0 1.0000 0

(b) Sentinel-2A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23年1月10日，分辨率为10m，图像切片大小为1000×1000。

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4所示，检测精度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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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S2A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表8 S2A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31 29 2 0 0.93548 0

(c) Sentinel-2B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23年1月5日，分辨率为10m，图像切片大小为1000×1000。

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5所示，检测精度如表9所示。

图15 S2B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表9 S2B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14 13 1 0 0.92857 0

(2)SAR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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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TerraSAR、Radarsat-2、ENVISAT-ASAR遥感图像验证测试检测精

度，其中，红色圆圈标出了船只目标，各算法检测结果中红色圆圈表示正

确检测的船只目标，蓝色三角表示虚警，橙色菱形表示漏检。具体的数据

在各对应的表格中给出。

(a) TerraSAR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11-09-22，分辨率为0.9x2.05m，极化方式为HH极化，两

个图像切片大小分别为720x573和1353x506。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6所示，

检测精度如表10所示。

图16 TerraSAR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表10 TerraSAR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3 3 0 0 1.0000 0

切片2 5 5 0 0 1.0000 0

(b) Radarsat-2 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10-08-16，分辨率为11.8x5.22m，极化方式为VV极化，两

个图像切片大小均为1242x588。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7所示，检测精度

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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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Radarsat-2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表11 Radarsat-2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27 27 0 0 1.0000 0

切片2 11 10 1 0 0.9091 0

(c) ENVISAT-ASAR 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验证

图像采集于2011-4-23，分辨率为75x75m，极化方式为VV极化，两个图

像切片大小分别为1141x573、1353x506。原图像和检测结果如图18所示，

检测精度如表12所示。

图18 ENVISAT-ASAR遥感图像与船只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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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ENVISAT-ASAR遥感图像船只检测精度

图像 实际船数 正确检测 漏检 虚警 品质因数 虚警率

切片1 130 119 11 0 0.9154 0

切片2 49 42 7 0 0.8571 0

项目编制组长期从事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工作，承担了海洋公

益性科研项目“海上非法舰船 SAR和地波雷达立体监视监测应用技术系统”

“海上船只目标星-机-岛立体监视监测技术系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XX船 XXXX技术系统研发与应用”等项目，利用 GF-3、RADARSAT-2、

TerrSAR-X、ENVISATASAR、Cosmo-SkyMed、Sentinel-1等多种国内外卫

星 SAR数据、光学数据开展了全球范围内的近岸和远海等不同条件下的船

只目标检测识别任务；整个工作流程基本按照本文件执行，在总结了船只

监测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对该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试验结果证明，

该标准可行。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况，因此本文件填补了相关标准

的空白。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修订，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本文件发布后将成为推荐性测绘行业标准，可以为用户提供船只遥感

监测的技术指导和成果集成规范，为海洋主管部门提供数据和成果管理办

法；同时，在遥感产业化应用发展中，本文件给出了从数据收集、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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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到船只信息提取、图件制作等一系列操作流程和要求，保障了过程中重

要信息的完整记录，提出了成果精度指标并为不符合指标要求的情况给出

解决方案，为开展船只遥感监测工作提供了有益指导。

本文件预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本文件的编制，着力于解决船只遥感

监测步骤的统一与规范化问题，同时实现了重点海域乃至全球海洋船只信

息的获取和更新，具有经济、高效的优势，为船只航行、海洋工程作业建

设提供保障。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颁布实施后，编制组将根据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

其卫星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的安排，积极做好标准的宣贯培训等工作。为发

挥本文件作为海上船只目标卫星遥感监测领域标准作用，建议今后有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时，认真做好与本文件之间的协调。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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