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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空局、美国和中国相继提出了空间辐射基准载荷的思路并实施了

相关研究计划，其核心思想是：将可溯源至 SI 的空间辐射基准载荷搭载到少量

辐射基准卫星上，并通过交叉定标的方式将辐射基准从基准卫星传递至其他待定

标卫星。然而，在严格匹配约束下，高分辨率卫星载荷的窄幅宽和长重访周期特

点造成其与基准卫星载荷的交叉机会受限，很难满足高频次辐射定标的需求。因

此，本项目提出一种新的高分辨率卫星载荷空间辐射基准传递定标方法，其以全

球自主辐射定标场网（RadCalNet）为地面辐射参考，实现“空间辐射基准→

RadCalNet TOA反射率产品→待定标卫星载荷”的辐射基准传递链路，从而实现

基于空间辐射基准载荷的高分辨率卫星载荷交叉定标，该方法有利于解决匹配约

束放宽而导致的交叉标定不确定度增大和交叉标定频率受限等问题。 

在项目开展的过去一年中，中欧双方开展了总体方案设计、算法研究及不确

定性分析，在高分辨率卫星空间辐射基准传递定标方法取得一些进展，并基于包

头场开展了应用示范。项目具体进展如下： 

（1）方法和模型研究。借助于具有高辐射定标精度的卫星观测数据，建立

了地面辐射参考目标（如包头场）的 TOA 反射率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对

RadCalNet 标准 TOA 反射率产品进行校正，实现辐射基准从“空间辐射基准→

RadCalNet TOA反射率产品”。最后，利用校正后的 RadCalNet TOA 反射率对待

标定卫星载荷进行标定，实现辐射基准传递至待定标卫星载荷。通过该方法，可

以减小由于时间匹配约束方法而引起的基准卫星与待标定卫星交叉定标的不确

定性。 

（2）方法验证及应用。本项目以 Landsat-8/OLI 卫星为辐射基准卫星，以



包头场沙地定标场为地面参考目标，以 Sentinel-2A/2B 和 SV-01 卫星为待定标

卫星，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建立的包头场沙地定标场

的 TOA反射率模型精度较好，模型预测值与 Landsat-8/OLI卫星观测值之间的平

均相对误差小于 1%（波段 4小于 2%）。利用该模型，将包头场沙地定标场 TOA反

射率与 Sentinel-2 和 SV-1 观测 TOA 反射率之间的相对差异从 6%降到 3%以下，

从而表明该方法在其他卫星载荷辐射定标中的有效性。 

（3）其他相关工作及未来计划。目前，本项目中将有 1名研究生于 2021年

获得硕士学位，2名研究生和 2名青年学者还将参加“龙计划”五期的进展汇报

会。此外，中国包头场的 RadCalNet 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标准的辐射定标产品。

欧空局的 sentinel-2A/B 作为本项目的辐射基准卫星进行了模型构建及算法验

证，中国卫星（如 GF 系列、ZY 系列和 SV 系列卫星）作为待定标卫星纳入本项

目的传递定标应用示范。未来，中国和欧洲的其他 RadCalNet站点数据也将为本

项目提供辐射定标数据，开展基于 RadCalNet 的自动辐射定标应用示范，提高和

保证中欧卫星辐射定标精度和数据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