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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龙计划 5”项目的框架下，东北大学、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

所和中国长白山火山观测站共同合作，利用欧空局和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多源遥感

数据，分析中国东北地区重工业基地和长白山火山的多种地质灾害。

东北重工业基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煤炭和铁矿

石的持续开采对当地的地质环境的影响很大，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露天矿区面临着

包括沉陷、滑坡、地裂缝和建筑物倾斜等在内的多重灾害。为了保障当地人们和

采矿活动的安全，研究团队对多个地质灾害的时空变化进行了连续监测，以进行

预警和风险评估。

长白山活火山区（吉林省，距离沈阳市以东约 300公里）也受到与火山和热

液作用有关的滑坡、地震和地面变形的影响。与这种现象有关的最后一次变形发

生在 2002年至 2006年的扰动时期，2011和 2017年朝鲜的核爆炸试验导致天池

周围的陡坡上发生了滑坡。自 2020年 12月以来，火山地震群的发生频率也有所

增加。由于在距离火山口 50km的范围内生活有 13.5万中国居民和 3.1万朝鲜居

民，且每年有约 200万游客参观长白山火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因此，对长白山火

山动态的监测对于防灾减灾也至关重要。

依托龙计划项目，研究团队收集了覆盖研究区的 300多幅 COSMO-SkyMed

影像、数百幅 Sentinel-1影像、30幅 TerraSAR-X影像和 19幅 ALOS-2 PALSAR

影像，重点分析了沈阳市、鞍山各大露天铁矿、抚顺露天煤矿、长白山火山等东

北地区重要区域和城镇的形变历史。利用 TanDEM DEM和高精度 LiDAR DEM，

结合永久性散射体和小基线子集技术，对研究区进行了时间序列 InSAR分析。

结果表明，同一区域、同一时间段的多源数据结果在所有研究区都表现出很好的

一致性，实现了监测结果间的交叉验证。将监测结果与地面实测资料、降水量和

地质资料进行了比较，开展了精度评价及致灾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多时相

InSAR技术可作为一种常规的形变监测工具，对多种地质灾害的形变时间序列进

行提取和分析，为防灾减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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