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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空间对地观测技术进入民用领域起 ,遥感卫星地面站作为空间对地观测

体系的地面基础设施 ,作为空间信息基础数据源 ,在国家经济建设活动中发挥着公用数据平台的作

用 ,其建设与发展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发展建设标志着一个国家遥感

技术的发展水平。通过对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21 个卫星地面站的调研 ,分析了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的性质、分布特征、管理体制、人员规模、接收数据类型 ,指出国外遥感卫星地

面站运行具有自动化、商业化、市场化、民用化、国际化、组织化、网络化的特点 ,并且提出了遥感卫

星地面站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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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 世纪中叶以来 ,遥感技术出现了新的发展态

势 ,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遥感技术的

进步和遥感数据的获取能力 ,或者说地球科学诸多

研究前沿的突破 ,越来越离不开遥感等新技术的发

展。卫星地面接收站的建设和卫星数据获取能力已

经成为国家生态环境、国防安全、地球科学技术发展

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以巨大的投入建立卫星地面

接收站 ,其推动力即在于此。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

分布运行状况将决定科学研究在许多前沿领域研究

取得突破的能力 ,决定国家的科学技术竞争力[ 1 ] 。

目前世界上有一定规模的遥感卫星地面站约有

25 个 ,其中有 18 个是由接收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开

始发展壮大并形成较大规模。据统计 ,就数据服务

能力和技术水平排序 ,美国和欧洲分列第一、二名 ,

加拿大和我国交替排在第三、四位。遥感在各国的

发展是不平衡的 ,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 ,遥感应

用的侧重点也会不同。研究各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

运行与分布特点 ,将有益于总结国际上遥感技术发

展与应用的经验和教训 ,扬长避短 ,开辟自己的遥感

新路。为此 ,我们对 20 多个国外卫星地面站进行调

研 ,并分析了地面站的运行和分布特征。

2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性质及其分布

世界各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主要是用来接收、处

理和存档卫星遥感数据 ,但大部分的遥感卫星地面

站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包括卫星的研制与发射 ,遥

感平台与信息系统建设以及遥感影像的应用性研

究。也有一些地面站单纯进行数据的接收、发布 ,数

据处理交给另外的机构或部门完成 ,相关的科学研

究也是由隶属机构的其它部门或者国内相关的研究

机构进行 ,详细的统计情况见表 1。

表 1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性质

Table 1 　The properties of oversea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地面站

性质

卫星数据

接收、存档

卫星数据

处理
科学研究

澳大利亚地面站 √ √ √

加拿大地面站 √ √ √

日本地面站 √ √ √

欧空局地面站 √ √ √

美国 NASA 地面站 √ √ √

德国地面站 √ √ √

意大利地面站 √ × √

英国地面站 √ √ √

印度地面站 √ × 不详

俄罗斯地面站 √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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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行全球范围的研究 ,美国在全世界设置

了覆盖大陆的陆地卫星地面接收站 ,目前运行的地

面站已经达 21 个。全球陆地仅剩南极洲、中亚、西

伯利亚等少数空白区[2 ] 。各国的接收站每接收一幅

图 ,都要在当天用微波回送到美国的地球资源观测

数据中心 ( EROS2Data) 。

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 ,遍布全世界的地面站 ,使

美国优先获得全球性的地球资源信息 ,为进行全球

研究提供了可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

全球设有 12 个主要的卫星地面站[3 ] ,其分布情况

见图 1。

　　欧空局 ( ESA)作为欧盟国家空间技术的国际合

图 1 　NASA 遥感卫星地面站分布图

Fig. 1 　Dist ribution map of NASA’s satellites f round stations

作组织 ,统筹规划和建设欧洲的遥感卫星及其地面

接收处理设施。20 世纪末 ,ESA 加强了空间技术方

面的合作 ,通过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各类卫星数据和

遥感地面接收处理设施。进入 21 世纪之后 ,欧空局

进一步加强遥感基础设施的整合 ,提出了建设欧洲

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 INSPIRE)和欧盟全球环境与安

全监测计划 ( GM ES) [ 4 ] 。

ESA 的跟踪站网络 ( ESTRAC K) 是一个世界

范围的地面站系统 ,可提供在轨卫星和 ESA 太空运

行中心 ( ESOC) 的连接。ESTRAC K 核心网络由来

自 5 个国家 8 个站点的 11 个终端组成[5 ] ,见图 2。

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 ,还根据自己卫星的覆盖

范围 ,在全球设立不同的地面接收站 ,如美国、欧空

局、法国、加拿大、日本所发射卫星的全球地面站接

收网络。有的国家通过自主投资兴建或与国外机构

合作设有两个以上的地面站 ,构成地面站网络 ,数据

互补 ,扩大覆盖范围 ,满足科学研究和国防的需求 ,

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美国是遥感卫星大

国 ,所以有不同私有公司和国家机构都在研发卫星 ,

各自建立接收自己卫星和其它卫星的地面站。

3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管理体制

3. 1 　国外主要遥感卫星地面站隶属关系

通过对国外 20 多个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进行

调研与分析 ,地面站隶属类型有 3 种 :一是地面站

形成网络的 ,属于某个国际组织 ,如欧空局、欧洲气

象卫星组织 ;另一类是地面站属于国家基础设施 ,

国家部委直接管制 ,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法国

空间中心、加拿大资源部和澳大利亚资源部等 ;最

后一类是国家某个大型公司在拥有自己卫星的同

时 ,建立了相应的地面接收站 ,如英国 QinetiQ 地

面接收站、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 ( EADS) 地面

接收站等。世界主要遥感卫星地面站隶属机构情

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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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SA 地面站分布图

Fig. 2 　Dist ribution map of ESA’s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表 2 　世界主要遥感卫星地面站隶属机构

Table 2 　Subject organizations of global

main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地面站名称 管理机构

美国地面站 USGS/ NASA

日本地面站 J AXA 地球观测中心

欧洲 9 站 欧空局

法国地面站 法国空间中心

澳大利亚地面站 资源部 澳大利亚遥感中心

中国台湾地面站 科教部

泰国地面站 国家研究委员会

新加坡地面站 科教部

韩国地面站 宇航研究所

加拿大地面站 自然资源部 加拿大遥感中心

巴西地面站 科技部 国家空间研究所

德国卫星地面站 宇航中心

英国卫星地面站 QinetiQ 公司

意大利气象卫星地面站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印度地面站 空间部 印度遥感中心

俄罗斯地面站 航空航天局

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

多卫星地面接收站
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

西班牙地面站
西班牙国家航宇技术研究所

( IN TA)

瑞典地面站 瑞典空间公司

法属圭亚那地面站 V T Merlin

西澳大利亚 New Norcia 和

Pert h 地面站
Xantic 公司

比利时 Redu 地面站 欧空局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中国科学院

3. 2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管理体制

各个国家地面站由于本身地面站管理机构的不

同和自身特征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机制 ,我们将

主要调研的典型地面站以案例的形式作一介绍。

NASA 在全球设有 12 个主要的卫星地面站 ,

这些地面站的管理和运作分为 4 种形式 :NASA 和

私营公司合作经营、与大学联合开发研究、由政府其

它部门投资共同建设运作以及 NASA 自己组建的

地面站运行管理模式[6 ] 。

加拿大 MDA 公司由董事会进行管理 ,并且制

定了一个公司管理条例来加强管理。该条例分 4 部

分 :审计委员会条例、人力资源和补偿管理委员会条

例、管理和任命委员会条例、商业管理和董事道德规

范。提供竞争性补偿和福利、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职

业发展机遇、多文化环境、公司发起的社会事件[7 ] 。

MDA 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解

决方案 ,是一个有平等机遇的公司。

ESA 作为欧盟国家空间技术的国际合作组织 ,

统筹规划和建设欧洲的遥感卫星及其地面接收处理

设施。ESA 地面系统在技术和操作主任的直接领

导下 ,由地面系统工程部门的经理负责航天任务所

必需的操作和基础设施集成系统方面所有的工程活

动。部门经理支持项目和第三方消费者 ,执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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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义务和内容 ,并配置适当的专门技术支持任务

操作。地面系统工程部门的经理有着丰富的地面系

统设计和技术演变的工程学背景 ,具备该领域潜在

用户的专家支持能力。地面系统还负责整体技术标

准化政策及与地面段的协调工作。

德国 Neust relitz 遥感地面站由德国宇航中心

(DL R)管理。1992 年在 Neust relitz 设立了分支机

构 ,雇用了约 60 名科学家、工程师和职工。德国遥

感数据中心 ( The German Remote Sensing Data

Center ,DFD) 的国家土壤处 ( t he national soil seg2
ment)是集中遥感应用的专门机构 ,在 Neust relitz

有一个外部工作组做通讯和导航 ,同时作为创新管

理和技术市场的固定点 ,与中小企业进行合作实现

科研成果的产业化[8 ] 。

法国国家空间中心 (CN ES) 的太阳系外行星探

测卫星 CORO T 有两个二级地面站。一个位于巴西

Alcantara 的二级地面站 ,这个地面站的功能是增加

观测运行期间的科学遥测量。该站得到巴西合作者

的支持 ,由 IN PE 管理 ,控制中心位于 Sao Jose dos

Campos ;另一个位于奥地利 V IENNA 的二级地面

站 ,为保证科学任务 ,CORO T 也能够通过位于奥地

利的 MOST 微卫星地面站下载遥测飞行数据。这

套备用设施由维也纳大学管理 ,通过频率加倍 (由奥

地利资助) 和增加 CCSDS 前端 (由 CN ES 提供) 进

行 CORO T 遥测接收[9 ] 。法国国家空间中心

(CN ES)的 M YRIAD E 系列微型卫星地面基础设施

被 CN ES 开发的所有科学微卫星系列所共享 ,有些

基础设施与 PRO TEU S 地面段共用。它能够操作 7

颗卫星执行 5 项不同的科学任务。

意大利第一气象卫星地面站的设施完全由欧洲

气象卫星应用组织 ( EUM ETSA T) 所拥有。Fucino

地面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地面站。P GS 的控制

实际上由位于 Fucino 的地方监控系统和位于德国

达姆施塔特的 MCC 一起执行。P GS 的重要任务是

完成海量的数据处理 ,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

自动化的。一般不需要操作人员 ,只需要进行正常

维护 ,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任务控制中心 ( t he

Mission Cont rol Cent re ,MCC) 对其正常运行进行

监督。

俄罗斯对遥感卫星及其地面接收设施实行统一

计划管理 ,造价较低的民用气象卫星接收站和中、高

分辨率卫星的接收站都采用军民合用的方式 ,接收

的遥感数据由俄罗斯航空航天科学中心统一处理和

分发。

泰国的陆地卫星地面接收站于 1981 年建成 ,这

个站是通过美国的贷款和加拿大的技术援助建成

的。接收到的图像均用微波传输给美国的空间中

心 ,每年要付 80 万美元的租金、20 万美元的技术设

备维修费。同时可为东南亚 17 个国家提供资料 ,也

可接收和提供我国南部地区的资料[10 ] 。

4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人员规模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 ,地面系统的运作对

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要求逐步减少 ,仅需要

很少的人员即可高效地完成卫星数据的接收、处理

和存档 ,以及对地面站的维护工作 ,大量的科研人

员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遥感应用以及成果转化等

技术性含量更高的研究性工作中。我们通过调研

的典型地面站澳大利亚遥感中心地面站、加拿大遥

感中心地面站、欧空局地面站网之一的法属圭亚那

地面站、意大利地面站和瑞典地面站为例 ,可以窥

见一斑。

澳大利亚遥感中心仅有 3 人负责产品分发 ,数

据分发主要靠国内的 7 个代理商。用户有技术问

题 ,由BA E 公司技术人员协助解决。澳大利亚遥感

中心由运行部、工程部和发展战略部组成。运行部

有 14 人 ,负责日常生产运行及产品分发服务。其中

日常生产运行 6 人 ,产品分发服务 8 人 ;工程部有

16 人 ,负责系统维护、系统集成开发。其中系统维

护 8 人 ,系统集成开发 8 人 ;发展战略部有 3～4 人 ,

负责发展战略研究决策。

加拿大遥感中心下面分别设置了应用部 ( Ap2
plication Division) 、数据接收部 (Data Acquisition

Division) 、数据服务部 ( GeoAcess Division) 和大地

测量部 ( Geodetic Survey Division) 等部门。而应用

部又主要分为 4 部分 ,即地球观测应用和指导分部、

环境监测分部、原始环境应用分部和自然资源与灾

害分部 4 个部门。国家遥感中心仅有 100 名工作

人员。

欧空局法属圭亚那 Kourou 地面站由 V T Mer2
lin 管理 ,唯一的职员以技术娴熟和训练有素的工程

师们和技术员们为基础 ,在专家群的支持下 ,确保

V T Merlin 能快速应对 ESA 的任何紧急或临时任

务。同时允许在地面站接到临时任务时根据需要提

供额外的集中支持。

意大利地面站的重要任务是完成海量的数据处

理 ,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自动化的。一般不

需要操作人员 ,只需要进行正常维护 ,位于德国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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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塔特的任务控制中心 ( t he Mission Cont rol Cen2
t re ,MCC)对其正常运行进行监督。

瑞典地面站 ,负责空间技术和遥感主要机构隶

属于工业部门的活动局。它下设 3 个委员会 :科学

委员会 (研究空间科学) 、工业委员会 (主管仪器) 、

遥感委员会 (主管遥感活动) 。其中遥感委员会又

有 4 个分会 :水委员会、土委员会、气委员会、数据

委员会。数据委员会负责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处

理、具体执行单位是瑞典空间公司。地面站、遥感

飞机等均属公司所有 ,公司并协调各大学的课题。

空间公司有 120 名工作人员 ,地面站仅有 17 人 ,效

率很高。

5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接收数据类型

世界各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根据各国国防和科

学研究的需求、地面站规模大小、经费资助情况以

及本国卫星发射数量的不同 ,除接收本国不同的遥

感卫星数据外还与国外签订协议 ,购买和接收国外

卫星的数据。各地面站详细接收卫星种类如表 3

所示。

表 3 　世界各国主要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接收的数据类型

Table 3 　Main data types accepted by global key satellite ground receiving stations

地面站名称

接收卫星种类

卫星名称
最高空间

分辨率

覆盖范围

中国地面站 Landsat 、SPO T1/ 2/ 4/ 5、Jason21、ERS1/ 2、Radarsat21、IRS21C、CBERS1 2. 5 m

美国地面站

ELV/ L EOP、COBE、SAMPEX、ERS1/ 2、GOES2OD、Radarsat21、TOMS2EP、

FAST、OrbView22、TRACE、SWAS、WIRE、Landsat5/ 7、QuikSeat 、FUSE、

Terra、ACRIMSA T、CHAMP、SAC2C、SA GE2Ⅲ/ Meteor 3M2N1、EO21、Jason2
1、R HESSI、GRACE1/ 2、Aqua、ICESat 、CHPSat 、SORCE、Scisat21、Qravity

Probe2B、ENVISA T Radarsat21、Aura

0. 6 m
全球陆地仅剩南极洲、中亚、

西伯利亚等少数空白区

日本地面站
Landsat5/ 7、MOS21、ERS1/ 2、TRMM、J ERS21、ADEOSL5/ 7、SPO T1/ 2/ 4、

IRS21C ,1D
5. 8 m

整个日本群岛及其周围海域

(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

欧洲 9 站

S、X、Ka、Ku 波段的接收、ERS1/ 2、ENVISA T、Cluster、SMAR T21、XMM2
Newton、Mars Express、Rosetta、Integral Bird (DL R) 、DSP21 和 2、Landsat5/

7、SPO T1/ 2/ 4 等多达 16 颗卫星数据

10 m

澳大利亚

地面站

Landsat2/ 3/ 4/ 5/ 7、ERS1/ 2、Radarsat21、J ERS1、SPO T1/ 2/ 3/ 4 ( ERS1、Land2
sat2/ 3/ 4、J ERS1 卫星已停止工作 , SPO T2/ 4 于 2002212231 停收) 、TERRA

MODIS、AQUA MODIS、EO21 (为 NASA 接收) 、NOAA (代管)

10 m

澳大利亚大陆、巴布亚新几

内 亚、印 尼 东 部 ( Alice

Springs 接收站) ;新西兰、澳

大利亚南部、南极少量区域、

澳大利亚东南大片海洋

( Hobart 接收站)

泰国地面站 Landsat5/ 7、SPO T1/ 2/ 4、Jason21、Radarsat21 IRS21C ,1D、CBERS1 5. 8 m

新加坡地面站 SPO T1/ 2/ 4/ 5 2. 5 m

韩国地面站 SPO T1/ 2/ 4、Radarsat21、KSA T 5. 6 m

加拿大地面站
ERS、ENVISA T、Landsat5/ 7、Radarsat21、NOAA、SPO T 和加地诺卫星地面

站所接收的光学对地观测数据。
10 m

加拿大 MDA
Radarsat22 ( 2007 新增) 、Radarsat21、QuickBird、EROS、Landsat5/ 7、ENVI2
SA T、RESOURCESA T21、IKONOS、ERS、IRS Airborne Imagery

0. 6 m

巴西地面站 Landsat5/ 7、Radarsat21、CBERS1 15 m

英国 QinetiQ

卫星地面站
ERS1\ 2、Radarsat 、QinetiQ、ENVISA T、QinetiQ TopSat 10 m

从两极地区到北非、从格陵

兰横穿整个欧洲

意大利
PRIRODA 、IRS21C、IRS2P3、IRS21B 、ERS22、METEOSA T 和 NOAA 数据

(S 波段和 L 波段)

印度
IRS1C ,IRS1D ; IRS2P4 (Oceansat21) IRS P6 ( Resourcesat21) ;

IRS P5 (Cartosat21) ; TERRA ;AQUA 和 E. R. S

西班牙
X、Ka 波段的接收、Venus Express、Mars Express、Rosetta、Herschel/ Planck、

Lisa2Pat hfinder、Gaia 和 BepiColo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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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外遥感卫星地面站运行特点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改进 ,我们通过调研国外主

要地面站的运行情况发现 ,现在地面站的运行模式

较以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特点 :

6. 1 　遥感卫星地面站运行自动化

日本地面站各机构接收站设备操作中心的遥控

设备已经实用化 ,技术上确立了地面接收站处理的

自动化。日本遥感技术中心 ( RESTEC) 是 EOC 的

数据发布机构。ESA 提供了与网络接口系统 (Net2
work Interface System , N IS) 、综合管理系统 ( ES2
TRAC K Management System , EMS) 连动、能够实

现路径运用自动化的任务自动化系统 (Mission Au2
tomation System ,MA TIS)和服务管理框架 (Service

Management Framework ,SMF) 功能 ,并实现自动

化[11 ] 。MA TIS 是由日程事件安排程序的一种结

构。SMF 是一种指导利用者使用各种功能的物理

发布信息结构 ,其结构类似电话本。

在 NASA 中也是通过相同的结构来推进处理

自动化。

6. 2 　遥感卫星地面站运行商业化、市场化

美国卫星地面站实行商业化运作。商业化服务

实质性地增加了 NASA 地面网络站的能力。通过

商业化“有偿使用”模式 ,使特定的服务能够满足任

务目标 ;NASA 通过利用不需资本投资、没有风险

的跟踪站 ,增加了位置的合理性 ,减少了空间冗余。

NASA 大大得益于商业服务供应者的连续投资 ,维

持了目前系统的可靠性和提供新的能力 ;通过用付

费服务代替劳力成本 ,为 NASA 提供了较低的操作

成本 ;通过网络减少测试费用和任务风险 ,提高了兼

容性测试效率。商业化运作支持一个“防患于未然”

模式 ,在数据传输前充分检验了能力 ,减少了传输风

险[6 ] 。通过替代无效的固定资产服务 ,NASA 享有

得益于减少操作成本的机会。美国地面站商业化在

稳步向前发展。

西欧类型的德国、北欧类型的瑞典和 ESA 的遥

感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中心 ,都承担通过政府投资生

产和更新覆盖全国的基础地理数据和航天遥感数

据、开展对本国资源环境的动态监测、支持国家的宏

观决策的任务。同时 ,都高度重视通过市场为社会

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并且制订优惠政策 ,依托

国家的数据中心 ,鼓励企业参与国家信息资源的开

发利用。欧空局的数据中心根据各层次用户对数据

的需求 ,提供的遥感加工产品有 11 个系列之多 ,每

年的服务额高达 1 亿美元以上 ,来自市场的项目经

费约占数据中心营业额的 70 % ,在盘活自身资源的

同时 ,有效带动了遥感技术的应用和相关产业发展。

目前 ,欧空局的卫星遥感系统和地面接收处理系统

是当前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系统。

俄罗斯遥感数据由军方统一接收管理 ,民用遥

感数据处理、存储、分发集中在莫斯科的航空航天科

学中心。为了推进遥感数据的商业化步伐 ,俄罗斯

航空航天局对民用遥感活动进行整合 ,在俄罗斯航

空航天科学中心建立类似美国 EROS 的地球运行

监测研究中心 (VOI KOV) 。俄罗斯没有设立接收

国外卫星的民用接收站 ,在航天领域主要使用本国

的数据 ,其它国家的数据通过购买解决。随着地面

接收设施的发展 ,俄罗斯放开了造价较低的气象卫

星接收系统的建设 ,但其卫星接收处理系统基本还

处在封闭管理体制下 ,遥感系统的经济效益不高。

俄罗斯虽然具有一流的航天遥感数据 ,但没有产生

应有的经济社会效益。

6. 3 　遥感卫星地面站运行民用化

欧盟 GM ES 在安全方面 ,除了信息收集和分发

功能外 ,针对主要的应用需求 ,特别是关系国家安全

的快速反应需求 ,设计了主要应用系统 ,负责对对地

观测动态信息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处理和辅助决

策 ,并考虑军用和民用双重用途。军民一体化的空

间技术体系及其应用项目对于提高欧空局的信息获

取能力 ,提高空间技术的应用效益和相关产业的国

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卫星遥感系统的研

发和运行 ,还是地面基础设施 ,已经完全实现民

用化。

美国地面站同欧空局的情况类似 ,也已经民用

化。意大利的 Fucino 地面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

地面站 ,用 88 个天线 ,控制着空中的 38 颗卫星。俄

罗斯的卫星遥感系统和地面接收处理系统基本上还

维持军民合一的形式 ,目前正在向军转民、军民分开

的方向发展。

6. 4 　遥感卫星地面站运行国际化、组织化、网络化

面向全球面向世界的开放型国家瑞典遥感和空

间技术方面几乎所有的工作均国际化。如它的地面

站、卫星都是国际合作 ,就 SPO T 卫星他们也享有

部分主权。它生产的多波段相机 Hasselblad 在国

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瑞典的 KIRUNA 地面站

的功能也与 ASF 类似。可以预见 ,随着区域性和全

球性空间技术与应用合作日趋组织化和系统化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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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卫星地面站必将作为空间对地观测的地面基础设

施 ,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NASA 地面网络站有以下几种形式 :NASA 拥

有、承包商操作 ; NASA 拥有、商业化操作 ; NASA

拥有、大学操作 ;商业化拥有、商业化操作 ;政府交叉

利用协议 ;今天美国卫星地面站网络站有多样化的

网络服务于多样化的客户群。

地面网络站的未来计划 :目前基础设施与资产的

改善、提供最好价值的服务、响应于客户需求趋势。

通过协同工作减少成本和风险。地面网络站对网络

间日益增加的协作给美国政府提供支持非常感兴趣 ;

相互间的支持协作能够导致更大的效益和减少风险。

欧洲各国都由欧空局进行统一管理 ,形成世界

范围的跟踪站网络 ( ESTRAC K) 地面站系统 ,通过

国际合作和区域协调 ,统筹规划部署跨国的区域遥

感卫星接收、处理系统。

根据上述原则 ,欧空局统一建设遥感卫星的地

面基础设施 ,不但实现各类遥感卫星数据在欧盟国

家的充分共享 ,而且实现了遥感地面设施的资源共

享 ,大大降低了卫星遥感应用的成本 ,极大提高了各

类卫星数据的接收处理效率和效益 ,增强了欧空局

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新世纪之后 ,欧

空局进一步加强遥感基础设施的整合 ,提出了建设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 INSPIRE)和欧盟全球环境

与安全监测计划 ( GM ES) 。

欧空局在联合开发自主遥感信息源的同时 ,广泛

使用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卫星数据 ,其地面接收处理

的卫星多达 16 颗 ,利用统一的地面接收、处理系统统

筹安排本地区与其它国家的卫星数据。欧空局放开

了造价较低的气象卫星接收系统的建设 ,但对于投资

巨大的高、中分辨率陆地卫星接收处理系统都坚持统

筹规划建设的原则 ,建设一个接收站 ,统一接收多个

遥感卫星数据 ,分别处理分发 ,提供多种标准化的遥

感信息产品。欧空局统一开放体系 ,通过跨国的区域

合作 ,充分发挥了遥感卫星及其地面接收处理基础设

施的能力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7 　遥感卫星地面站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上面对地面站运行特点的总结和分析 ,根

据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遥感大国地面站发展的经

验 ,我们给出遥感卫星地面站未来发展的几个方向 :

(1)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将通过多样化的信息

服务产品实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

遥感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中心在承担政府任务、

支持国家宏观决策的同时 ,还要高度重视通过市场

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 ,鼓励企业参与国家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将有效带动遥感技术的应

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2)与国际组织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 ,建设联合

的地面站网络 ,实现数据、设施的共享

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将通过国际合作组织 ,统筹

规划和建设遥感卫星及其地面接收处理设施 ,进一步

加强空间技术方面的合作 ,通过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各

类卫星数据和遥感地面接收处理设施。未来地面站

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强遥感基础设施的整合 ,提出区域

和全球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环境监测计划。

未来地面站的建设将通过国际合作和区域协

调 ,统筹规划部署跨国的区域卫星遥感接收、处理系

统 ,统一建设遥感卫星的地面基础设施 ,实现各类遥

感卫星数据和地面设施的资源共享 ,降低了卫星遥

感应用的成本 ,提高了各类卫星数据的接收处理效

率和效益 ,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3)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将放开一些卫星的接

收权 ,实现民用化

逐渐放开造价较低的卫星接收系统的建设 ,统

筹规划建设投资巨大的高、中分辨率陆地卫星接收

多个遥感卫星数据的一个接收站 ,多个处理分发系

统 ,提供多种标准化的遥感信息产品。考虑其军用

和民用双重用途 ,通过卫星的民用化提高卫星的使

用效率 ,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4)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各国应通过协调与合

作 ,合理布局

从全球角度来看 ,某些地区的地面站布局很不

合理。特别是东南亚地区 ,地面站的密集程度最高 ,

重复覆盖范围大 ,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和损失。假

定一个站的接收范围为以 2 500 km 为半径的圆 ,这

样日本东京附近的地面站和中国北京附近的地面站

相距约 2 000 km ,其重复覆盖区约 4 800 km ,但一

些地区如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等地区又是世界上连美

国中继卫星也急于收入的空白区。遥感卫星地面站

合理布局也是未来发展中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5)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将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欧空局、NASA 遥感卫星地面站都已经具有高度

的自动化 ,日本也在向实现完全自动化迈进。未来遥

感卫星地面站自动化发展将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6)未来遥感卫星地面站将注重深空探测

建立深空探测是国际航天活动的一个热点。目

前 ,国际上的深空探测活动主要集中在月球探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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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探测和寻找地外生命 3 个方面。深空网对 NASA

未来深空科学任务及总统的太空探索远景来说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国家资产。但老化的深空网已经影响

到一些常规操作 ,新任务还需要更多的通信能力。

NASA 将制定长期计划 ,解决目前网络能力与任务需

求之间的矛盾。随着深空任务的发展 ,ESA 也正在建

设自己的全球深空网 ,将于 2010 年前后建设第 3 个

35 m 深空站。ESA 正积极寻求全球合作伙伴 ,以

利用全球资源进一步提高测控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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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Satell ites Ground Stations and
Their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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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L anz hou B ranch of t he N ational S cience L ibrary / T he S cienti f ic I n f orm ation Center f or

Resources and Envi ronment , Chi nese A cadem y S cience L anz hou 730000 , Chi na ,)

Abstract : Eart h observing technology was used in civilian fields since t he initial part of 1970s.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are t he basic establishment s of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and basic source of space data ,and

t hey play t he role of p ublic data flat in national economic const r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ir develop ment got

wide at tentions of government s. There 21 ground st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 rie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America ,t he Europe ,J apan ,Canada and Aust ralia ,etc. The properties ,dist ribution charac2
ter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personnel size and data types received of overseas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were analyzed in t his paper . The result s showed these overseas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had automatiza2
tion ,commercial ,market2oriented ,civilian ,internationalization ,systematization ,net2oriented operation char2
acteristics. Fut ur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satellites ground stations was p ut forward in t his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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