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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海洋水色卫星快速发展`为了满足水色卫星定量化应用需求`提高卫

星产品数椐质量`需要通过星上辐射定标技术对传感器辐射响应随时间的变化进行校

正`通过制定本标准`有利于提高我国业务化海洋卫星水色遥感器的辐射定标精度
`

进一步拓展我国海洋水色卫星产品的应用潜力。

范围和主要技

术内容

本规范阐明了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在轨运行期间星上辐射定标的一般规定

和主要定标数据处理规定`用于指导和规范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在轨辐射定标业

务工作。

本规范适用于多光谱和高光谱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太阳反射波段的星上辐

射定标过程`可用于提高国产月∶国产光学传感器的在轨辐射定标精度。本规范解释

了有关名词术语`说明了星上辐射定标的基本流程 `详细介绍了其主要步骤中对数据

的处理过程`包括数据质量控制方法、关键参数计算方法以及定标结果的推导计算公

式。主要及内容包括 :

1) 星上辐射定标过程中的常用名词和术语的定义与描述 ;

2) 卫星发射前定标的规定和参数要求`以及在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辐射

定标过程中的参数配置规范 ;

3) 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星上辐射定标过程中的定标频次要求以及数据处

理基本流程的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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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星上辐射定标过程中对定标系统和光学传感器的条件限制与误差的要求 ;

5) 星上辐射定标过程中数据质量控制的要求 ;

6) 星上辐射定标的过程中观测数据的时空匹配方法规范 ;

7) 规范了获得星上定标系数的详细过程`包括:入射太阳光的衰减、日地距

离校正、双向反射分布函数衰减校正、漫反射板辐亮度计算和星上绝对辐

射定标系数的计算。

国内外情况简

要说明

本标准是结合国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结合我国自主海洋水色卫星辐射定标业

务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国海洋水色卫星定标需求`可操作′眭强。本标准没有涉及

到国内外相关专利。

有关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

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无冲突。

经费预算说明
该项目经费预算为 3万元。经费由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统筹解决`已落实。其中

`

会议费 05万元`专家咨询费 15万元`劳务费 06万元`出版费 0.4万元。

时间进度安排

2023年 610月 `完成单位内部审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

2023年 11-12月 `完成标准的意见征求`按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

2024年 仁5月 `完成标准送审稿`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第一轮审查`修改完善`并
完成标准编制说明 ;

2024年 69月 `完成标注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上报完善稿`继续修改完善 ;

2024年 10月 2025年 2月 `开展第二轮标准审查`修改完善氵

2025年 3¨6月 `完成标准报批稿`完善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完成提交可发

布标准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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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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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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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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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TC230/SC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海龙、陈树果、宋庆君、胡连波、张亭禄、周武、穆博、杨晟、张宇飞、腾

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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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星上辐射定标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星上辐射定标的基本要求和太阳定标数据处理要求，规定了

哪些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太阳反射波段的星上辐射定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3102.6-1993 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色传感器

一种被动式光学传感器，接收大气路径散射、水面反射和水体离水辐射的辐射信息，进行大气校正

可以得到水体离水辐亮度，通过生物反演算法可以得到叶绿素、无机悬浮物和有机黄色物质的分布信息。

3.2 空间分辨率

又称为地面分辨率，是描述传感器所能观测到的最小目标大小的一种性能参数，指可以识别的最小

地面距离或最小目标的大小，而空间分辨率是针对传感器或图像而言的，指图像上能够详细区分的最小

单位的尺寸或者大小，或指传感器区分两个目标的最小角度或线形距离的度量。

3.3 观测几何



HY/T XXXXX—202X

4

指包括太阳天顶角、太阳方位角、传感器观测天顶角与传感器观测方位角在内的角度。

3.4 DN 值

指水色传感器对入瞳处辐射响应的数码值。

3.5 发射前定标

指水色传感器在发射之前，通过实验室或野外实验，使用标准光源等计量器具，获取传感器定标参

数的过程。

3.6 星上定标

指在卫星发射后的在轨运行期间，通过安装在卫星平台上的定标装置来实现对星载传感器的辐射定

标。星上定标依据其选择的辐射定标源的不同，分为内置灯定标、月亮定标和太阳定标。

3.7 太阳定标

指一种主要的星上辐射定标技术，其是以在一个太阳周期内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太阳作为参考定标源，

通过太阳漫反射板等星上定标设备将太阳辐射引入到传感器入瞳处，从而可以计算得到传感器定标系数

并实现对传感器在轨绝对辐射定标的方法。

3.8 绝对辐射定标系数

指通过绝对辐射定标方法得到的可以将水色传感器 DN值转换为辐亮度的系数。

3.9 光谱响应函数

指传感器每个波段的光谱响应特性，一般是归一化光谱响应函数，可以用作谱段的密度函数来估计

谱段的辐射亮度期望，辐射定标需要考虑传感器光谱响应函数的影响。

3.10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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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反射分布函数（BRDF）是用来定义给定入射方向上的辐射照度如何影响给定出射方向上的辐

射率。它描述了入射光线经过某个表面反射后如何在各个出射方向上分布这可以是从理想镜面反射到漫

反射、各向同性或者各向异性的各种反射。BRDF是一个定义光线在不透明表面反射的四次元函数，单

位为 sr-1，其中，sr是球面度的单位。

3.11 太阳漫反射板

是太阳定标方法的核心，它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反射衰减后的太阳光对待定标的传感器进行绝对辐射

定标。通常需要在发射前的实验室中预先测量此太阳漫反射板在不同入射角度（包括天顶角和方位角）

下的 BRDF。

3.12 太阳衰减屏

太阳衰减屏用来对入射的太阳光强度进行衰减。这是由于水色传感器的观测对象通常为具有较低辐

亮度的海洋目标，所以需要对入射光进行衰减来匹配传感器在工作时的一般能量强度，同时，通过对入

射太阳光进行衰减也有助于减缓太阳漫反射板的性能退化，从而降低不确定度。

太阳衰减屏通常为多孔纯机械结构件，主要通过单元的通光孔占比实现对入射能量的衰减。由于衰

减屏在几何上并非理想状态零件，存在孔大小、孔距不绝对一致以及通光孔壁厚不为 0的特点，其透光

量随照明角度变化会有差异。通常需要在发射前的实验室中预先测量此太阳衰减屏在不同入射角度（包

括天顶角和方位角）下的光透过率。

3.13 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

由于太阳漫射板在受到持续的太阳照射后，其 BRDF 会不断退化，所以通常会采用一些措施来保

证较低的不确定度的要求，即设置一个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来监测定标漫反射板性能的退化情况。

目前国际上通常使用另外一块太阳漫反射板（即参考漫反射板）或比辐射计作为稳定性监测器。其

中，参考漫反射板采用的是与被监测的太阳漫反射板相同的材料和加工工艺，具有近乎相同的光学性能。

相比之下，参考漫反射板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所以它可以作为参考标准，用于长期监测和校正太阳漫

反射板的性能衰减。而比辐射计则是通过进行比对测量来监测太阳漫反射板反射性能的在轨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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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发射前定标

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辐射定标中，发射前定标应当充分表征水色传感器的各项性能指标，提供

一系列的必须参数，包括绝对辐射定标系数、偏振响应以及像元间的相对定标系数等。

4.2 参数配置

在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辐射定标中，待定标的海洋水色卫星数据应该符合如下数据产品规范：

数据产品中必须包括发射前定标参数、观测时间、观测几何、漫反射板 BRDF 参数等，所需具体的

输入参数与辅助数据如下：

（1）输入参数

 地外太阳光谱辐照度；

 成像时间；

 成像几何参数；

 太阳天顶角、方位角

 卫星位置、速度

 卫星姿态

 定标系统安装矩阵；

 待定标传感器光谱响应函数；

 待定标传感器实验室测量的特征光谱；

 待定标传感器的 L1A 级数据产品。

（2）辅助数据

 太阳衰减屏透过率的查找表；

 太阳漫反射板 BRDF 的查找表；

 参考漫反射板 BRDF 的查找表；

4.3 太阳定标频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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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色卫星光学传感器星上辐射定标的太阳定标方法使用太阳漫反射板（待定标的漫反射板）、

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参考漫反射板或比辐射计）和波长定标板等装置，太阳定标采用的定标周

期及频次应符合如下规范：

a) 对于使用太阳漫反射板的定标，需要进行长期的、高频次的定标，建议保持在至少每天一次，

通过采集水色传感器对太阳漫反射板的观测数据，以实现对待定标传感器的连续性太阳定标，

保证传感器自身的在轨辐射定标精度和稳定性；

b) 对于使用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来监测太阳漫反射板的性能变化情况，需要通过降低其使

用频次来保证其稳定性，减小衰减程度，建议保持在每月一次，通过依次采集水色传感器对参

考漫反射板的观测数据或比辐射计观测得到的对比数据，以对太阳漫反射板在轨运行稳定性进

行监测并进一步对其BRDF的衰减进行校正；

c) 对于使用波长定标板进行的水色传感器波长定标，同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的定标一样，

建议保持在每月一次，通过依次采集波长定标板和太阳漫反射板的数据，以实现对待定标传感

器在轨运行时中心波长位置的校正；

d) 若卫星的星上定标系统中存在可以在同一轨内完成对太阳漫反射板、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

器和波长定标板进行数据采集的连续旋转模式，则建议每月进行一次连续旋转定标，同时完成

传感器波长定标和太阳漫反射板的性能衰减校正，在轨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期间可对各设

备进行多次的数据采集。

4.4 数据处理基本流程

计算太阳定标系数的具体流程如下：

a) 卫星发射前，在地面实验室测量中获得各漫反射板组件的 BRDF 数据，根据在轨后进行太阳

定标的入射角度（天顶角和方位角）范围建立不同入射角和辐射出射方向的漫反射板辐射模

型，并与试验室定标数据相结合建立发射前地面辐射定标模型；

b) 卫星发射前，在地面实验室测量中获得太阳衰减屏在不同入射角度（天顶角和方位角）下的

透过率；

c) 卫星发射后，对于以太阳为定标源的星上辐射定标，在引入太阳光照射的过程中，通过太阳

衰减屏对太阳辐射进行衰减，以匹配水色传感器在工作时的一般能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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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一次完整的太阳定标过程中，依次使用衰减过后的太阳光照射太阳漫反射板和太阳漫反射

板稳定性监测器，二者交替观测，在获取漫反射板定标数据的同时，通过对稳定性监测器的

数据获取，实现了对太阳定标时刻太阳漫反射板双向反射分布函数（BRDF）的实时校正；

e) 使用经过 BRDF校正后的太阳漫反射板观测数据来计算实际的等效入瞳辐亮度；

f) 通过观测得到的 DN值和实际的等效入瞳辐亮度来计算待定标传感器的太阳定标系数，建立星

上辐射定标模型，即建立起待定标传感器自身的太阳定标与对地观测之间的转换关系；

g) 通过定期获取的在轨波长定标数据，和稳定性监测器比对数据对星上定标模型进行不断修正，

对对地观测下获得的数据进行标定。

4.5 条件限制与误差

为能准确确定进入后续光学系统的辐射值，对定标系统和待定标传感器的主要要求如下：

（1）一年四季都能接受到太阳辐射；

（2）太阳漫反射板输出的辐亮度要稳定，并且在一年四季中太阳对卫星照射角不同的情况下，太阳漫

反射板输出的辐亮度一致；

（3）太阳漫反射板工作稳定、可靠和长寿命等；

（4）太阳辐射能以全孔径、全视场和端点到端点的方式通过传感器的成像系统，均匀照明探测器焦平

面内的所有像元；

（5）太阳漫反射板输出的辐亮度与地景辐亮度相匹配，即定标工作点要在传感器响应动态范围内的适

当点上；

（6）为了使定标时，由大气和地景所引起的信号影响减至到最小，太阳定标选在卫星刚刚飞出地球的

阴影区，星下点大气也处在阴影区，而太阳光恰好照射到卫星上的太阳漫反射板时进行。

星上辐射定标技术会存在一些可预期的误差，目前所发的误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定标源输入信号的不确定度：定标源输入信号的不确定度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太阳直射光谱数据

的不确定度以及杂散光引入的不确定度。一般来说太阳直射光谱数据的不确定度值是已知的，被认为是

0.2%（Robert et al. 2013）。杂散光引入的不确定度与仪器定标的时间、位置等因素相关，约为 0.5%。

（2）漫射板 BRDF的不确定度：漫射板 BRDF的不确定度包括其发射前本身存在的和在发射后进行星

上定标期间产生的。其中，发射前本身存在的不确定度包括实验室定标中漫射板 BRDF测量的不确定

度，约为 1%，漫射板自身的非均匀性引起的不确定度，约为 1%；星上定标期间产生的不确定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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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射板稳定性监视器的响应变化引起的不确定度，约为 0.5%，以及衰减屏透过率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约为 0.3%。

（3）角度偏差的不确定度：角度偏差的不确定度主要包括：卫星姿态的测量精度，主要影响太阳入射

天顶角����，同时由于太阳衰减屏固定在卫星上，与卫星的相对姿态保持恒定，因此在衰减屏透过率中

的角度影响也反映在其中；漫反射板方向与卫星坐标的匹配精度，通过进行漫反射板方向与卫星坐标的

匹配，可确定定标源相对于漫反射板的入射角，因此匹配精度直接影响使用的漫反射板 BRDF值的准

确性；旋转望远设备与半角镜在观测各个量时的角度精度，这一精度直接决定进行星上定标与观测地物

时是否是在使用同样的后续光学系统。角度偏差的不确定度小于 1%。

星上辐射定标的总体不确定度为：

� = � ��
2� （1）

总不确定度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需要保持在 2%以内，在紫外波段需要保持在 3%以内，在短波

红外波段需要保持在 3%以内。

5 太阳定标数据处理要求

5.1 数据质量控制

太阳定标中传感器依次对地物、太阳漫反射板、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波长定标板和深冷空

间（或采集暗电流的空板）进行观测采集数据，针对这些观测数据需要进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方式描

述如下：

a) 传感器通过对各漫反射板的观测，积累了不同的观测数据，需要判断其阈值范围和稳定性将

异常值剔除；

b) 定标过程的前后分别采集两组暗电流的数据，并在平均后从总的观测结果中去除，以减小由

于设备噪声所产生的误差；

c) 对于一次完整的太阳定标过程，提供短时间内的多组观测结果，综合多个结果获得稳定且质

量较好的定标结果，避免由于异常数据所产生的异常结果。

5.2 数据时空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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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于太阳定标数据的时空匹配，主要是指进行星上太阳定标的时机选择和不同漫反射板进行

太阳定标时观测几何的情况。

a) 在进行星上太阳定标时机选择时，主要考虑待定标传感器太阳入射角度的变化情况，同时还要

满足对太阳定标时星下点在阴影区内，保证地面杂散光对太阳定标的影响降至最低。为尽量减

少杂散光的影响，一般在两极的晨昏交界线处进行太阳定标。当卫星飞过晨昏交界线处时，卫

星已飞出阴影区，而星下点位置还在阴影区内，这样可以保证在卫星可以探测到太阳的同时，

杂散光最小；

b) 太阳漫反射板和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在分别对太阳进行观测以实现对前者的BRDF衰

减校正时，二者应分别处于非常接近的入射角度下，从而尽可能地减小了由于BRDF的各向异

性衰减所造成的不同所产生的校正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避免对太阳漫反射板的错误校

正。

5.3 衰减入射的太阳光

使用太阳衰减屏对入射的太阳光进行衰减，随后此衰减光由一定的入射天顶角和方位角照射在太阳

漫反射板上，从而被进一步的反射并由待定标传感器接收。在已知入射到太阳衰减屏上太阳天顶角和方

位角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在发射前实验室中获得的查找表得到对应角度下太阳衰减屏的透过率（�），

并将此透过率用于星上定标系数的计算过程中。

5.4 日地距离校正

根据卫星在定标时刻的实时位置可以计算出日地距离，与一整年的平均日地距离进行比较便可以获

得日地距离校正因子���。下式中的��便是经过日地距离校正后的特定距离下的地外太阳辐照度，公示

如下：

��(λ) = �0(λ)/���
2 （2）

其中，�0是平均日地距离下的地外太阳辐照度（来自于 Thuillier等人，其平均绝对不确定性在可见光

波段约为 1%）

5.5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的衰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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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漫反射板反射率在空间环境中随时间会发生衰减，需要对其进行监测并校正，以此确保传感器

在全寿命期内的太阳定标精度。太阳定标系统中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对太阳漫反射板的衰减进行校正，

其一为采用一块与太阳漫反射板材料相同、工艺相同的参考漫反射板通过比对测量的方法来实现对太阳

漫反射板的稳定性监测与校正，太阳漫反射板与其参考漫反射板在相同环境中使用，衰减规律相同，仅

由于使用频次不同，而导致衰减程度不同。根据在轨定标频次以及每次使用时的曝光时间估算，全寿命

期内参考漫反射板的总曝光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2小时，在该曝光时间水平上参考漫反射板的衰减可以忽

略；其二为采用一个比辐射计作为对定标漫反射板稳定性的监视器，在工作时，比辐射计分别交替观测

入射的直射太阳光和太阳漫反射板反射的太阳光，并通过对观测值的比较来监测跟踪定标漫反射板

BRDF的衰减。

通过在一次完整的太阳定标过程中所获得的参考漫反射板/比辐射计观测数据与太阳漫反射板观测

数据进行比对获得其 BRDF衰减校正系数 H，如下式所示：

� = �(���,���,���,���)�������,���

�(���,���,���,���)�������,���

����(����,����,�����,�����,�)
����(����,����,�����,�����,�)

（3）

其中，Ref的下标代表参考漫反射板或比辐射计的相关参数，Tar的下标代表太阳漫反射板的相关参数，

�(���, ���)为太阳衰减屏的透过率，���和���分别为卫星坐标系下的入射天顶角和方位角，����和����

分别为漫反射板坐标系下的太阳天顶角和方位角，�����和�����分别为待定标传感器的观测天顶角和方

位角，�(����, ����, �����, �����, �)为漫反射板的双向反射分布函数。公式（2）中的各角度信息需要在储

存定标数据的 L1A文件中获得。

由于参考漫反射板/比辐射计的使用频率较低，所以通过参考漫反射板/比辐射计获得的相邻的两组

衰减校正系数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通常为两个月）。故为了能够提供太阳漫反射板在每日的衰

减情况，以便于高频率的星上定标系数的计算，可以使用插值来补充衰减校正系数 H的结果。

在传感器积累了一定的太阳定标数据以后，通过建立衰减模型，得到衰减系数的时间序列如下式所

示，

最终的任意 t时刻太阳漫反射板双向反射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4）

5.6 漫反射板辐亮度计算

太阳定标时刻，在稳定的太阳光源照明下，太阳漫反射板可形成光谱辐射参数已知且能充满待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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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孔径、视场的近似朗伯面光源，根据太阳照明漫反射板的几何关系所确定的太阳漫反射板反射光

谱辐亮度物理模型为：

����(����, ����; ��, ��; ��) = ��(��)�������

� � 2 × ����,�(����, ����; ��, ��; ��) × �(����, ����) （5）

其中：

����(����, ����; ��, ��; ��)为定标时刻待定标传感器各通道观测方向漫反射板反射光谱辐亮度；

��(��)为待定标传感器各通道的大气外太阳光谱辐照度；

�(�)为定标时刻的日-地相对距离；

����、 ����、��、��、��分别为定标时刻太阳漫反射板坐标系下的太阳入射天顶角、方位角，以及

待定标传感器各通道观测方向的漫射板反射天顶角、方位角与波长；

����,�(����, ����; ��, ��; ��)为定标时刻传感器观测方向各通道的漫反射板双向反射分布函数。

�(����, ����)为太阳定标系统中太阳衰减屏透过率（与太阳照射到衰减屏的角度����有关）。

5.7 计算星上绝对辐射定标系数

根据太阳漫反射板稳定性监测器校正后的太阳漫反射板BRDF及定标时段几何条件，可以计算得到

漫反射板出射光谱辐亮度，如下式所示，

��(��)� =
�(��,��;�)cos (���,���;�) ��(��)���,��(�)×���� ���,���;��,��;�;� ���

�2(�) ���,��(�)���
（6）

式中：

��(��)�为第��像元的�像素的入瞳等效辐亮度；

�(��, ��; �)为卫星坐标系下，t时刻照明（天顶角，方位角）为(��, ��)是的衰减屏透过率；

cos (���, ���; �)为漫射板坐标系下，t时刻照明（天顶角，方位角）为(���, ���)时的余弦值；

���,��(�)为��像元的光谱响应函数；

���� ���, ���; ��, ��; �; � 为稳定性监测器校正正后的，漫射板坐标系下，t时刻照明（天顶角，方位

角）为(���, ���)，观测（天顶角，方位角）为(��, ��)波长�处的双向反射分布函数值；

�2(�)日地距离修正因子。

太阳定标时刻，传感器观测漫反射板得到各波段各像素响应计数值(����)�，扣除暗电流后得到传

感器系统响应度与计数值关系，即

�(��)� = 1
�(��)�

=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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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传感器系统响应度，�(��)�为发射前实验室定标得到的绝对辐射定标系数。

由于实验室定标溯源与星上定标溯源不能归至同一标准（实验室-低温黑体，星上-太阳），在输入

波段辐亮度相同的情况下，传感器的输出计数值并不是完全一致。传感器发射前已经过实验室充分定标，

各种特性和参数等均已全部获取，且传感器系统是线性位移不变系统，因此可用星上t时刻漫射板“单

点”等效入瞳辐亮度与传感器采用实验室定标系数反演得到的漫射板等效入瞳辐亮度进行比较得到系统

太阳定标系数�(��)�，即

�(��)� = ��(��)�

����[�� �� �,�� ��0 �,����,���,���,���,���(����)]
（8）

实际应用时的观测目标辐亮度即可表示为，

�������(��)� = �(��)� × ����[�������� �� �, �������� ��0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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