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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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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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国产卫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

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颜军、胡胜华、王家耀、潘申林、王晓青、贺辉、刘湘南、彭望琭、郭治兴、刘照言、
王新鸿、蒋晓华、殷硕文、徐红、张强、詹崇林、罗继周、刘少杰、罗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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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微纳卫星具有星体小型化、研制模块化、种类多样化、功能集成化、发射一箭多星化、运控智能化、重
访周期星座化、应用广泛化等特点,得到了快速发展。微纳高光谱卫星因星体小、质量轻、易发射、开发

成本低及周期短、性价比和功能密度高、机动灵活、可编队组网、时间分辨率高等优势,以较低的开发成

本实现较复杂的空间任务,成为了当今航天器研制的主要趋势之一。微纳卫星高光谱成像技术集探测

器技术、精密光学机械、微弱信号检测、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于一体,图谱合一,将成像

技术与光谱探测技术相结合,在对目标的空间特征成像的同时,对每个空间像元经过色散形成几十个乃

至几百个窄波段连续的光谱覆盖。微纳高光谱卫星与高光谱卫星在质量、光谱校正和影像数据处理的

方法、产品生产流程等方面有所不同。高光谱遥感既能反映目标内部的物理结构及化学成分的差异,又
能反映目标的大小、形状、缺陷等外部品质特征,广泛应用于林业、农业、水利、交通、生态环境及防灾救

灾等行业的监测和自然资源调查,在植被、大气、水文与冰雪、灾害环境等学科的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及

技术创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为满足用户对微纳卫星高光谱影像数据基础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需求,促进微纳卫星高光谱影像

数据基础产品及其应用推广到更多的领域与行业,特起草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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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卫星高光谱影像数据基础产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纳卫星高光谱影像数据基础产品构成、产品生产、产品质量检验及产品存储的内

容、方法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纳卫星高光谱影像数据基础产品的生产、管理和应用,其他微纳卫星数据产品的生

产、管理和应用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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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2453—2015 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产品分类分级规则

GB/T36301—2018 航天高光谱成像数据预处理产品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32453—2015、GB/T36301—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纳卫星 micro-nanosatellite
质量介于1kg~100kg的卫星,包括10kg~100kg的微卫星和1kg~10kg(不含10kg)的纳

卫星。

3.2
0级数据 level0data
地面系统对卫星下行的数据比特流进行帧同步、解扰、纠错校验等处理,提取出遥感器获取的科学

数据和辅助数据,并进一步整理和格式化输出,以便于保存和后续处理的数据。
[来源:GB/T36301—2018,3.1.3]

3.3
景 scene
根据卫星遥感器特征,将遥感影像数据按照规定的行数和列数进行裁切后的图像计数单位。
[来源:GB/T36301—2018,3.1.4]

3.4
无控几何定位 geometricpositioningwithoutgroundcontrolpoints
不依赖地面控制点,基于卫星轨道和卫星姿态参数,构建像平面坐标系与地球坐标系之间的严密成

像几何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进行定位,解算出不依赖地形的有理多项式系数(RPC)文件的过程。

3.5
相对辐射校正 relativeradiometriccorrection
消除光学遥感器在数据获取过程中由于光学传输函数、探测器响应率、电子学传输函数与处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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