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遙感技術被譽為太空「千里
眼」，一般是利用如衛星或直升機等感

測器，對地面物體電磁波的輻射、反射特性
進行遠距離探測的科學與技術，透過遙感，科學

家可以獲取地面的特徵、變化與屬性等資訊，從而
在環境監察與可持續發展、土地應用繪圖，以及智慧
城市與規劃方面進行研究與應用。而人們通常聽說的多
光譜衛星圖像，則是透過遙感技術獲取的具有多個波段的
影像資料。
所謂多光譜，則是不同波段所對應的光譜範圍，如可見

光、近紅外和短紅外波等；利用衛星圖像，則可以捕捉到地表
物體在不同波段上的反射或輻射特徵，提供到豐富的資訊用於
地表特徵分析、分類及識別。

圖像質量由兩要素決定
衛星圖像質量取決於衛星圖像的空間分辨率與時間分辨率兩
個要素。空間分辨率可理解為遙感影像中每個像素所代表的地
面區域的大小，一般為0.5米到2,000米不等，決定了影像的
細節程度與地物的可分辨性。而時間分辨率則是指遙感傳感
器對於同一區域獲取影像數據的重訪周期，數值則可大可
小，短到10分鐘，長至每天、數周甚至數月，而高時間
分辨率則可提供到該區域內更好的變化監測。

遙感衛星功能強大，只有在了解及準確利用其
背後的運作原理，結合需要分析目標的特

徵，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遙感衛星的能
力，更好地服務於科學研究或商業

實踐。

太
空「
千
里
眼
」商
業
科
研
用
途
多

遙感技術被譽為太空「千里
眼」，一般是利用如衛星或直升機等感

測器，對地面物體電磁波的輻射、反射特性
進行遠距離探測的科學與技術，透過遙感，科學

家可以獲取地面的特徵、變化與屬性等資訊，從而
在環境監察與可持續發展、土地應用繪圖，以及智慧
城市與規劃方面進行研究與應用。而人們通常聽說的多
光譜衛星圖像，則是透過遙感技術獲取的具有多個波段的
影像資料。
所謂多光譜，則是不同波段所對應的光譜範圍，如可見

光、近紅外和短紅外波等；利用衛星圖像，則可以捕捉到地表
物體在不同波段上的反射或輻射特徵，提供到豐富的資訊用於
地表特徵分析、分類及識別。

圖像質量由兩要素決定
衛星圖像質量取決於衛星圖像的空間分辨率與時間分辨率兩
個要素。空間分辨率可理解為遙感影像中每個像素所代表的地
面區域的大小，一般為0.5米到2,000米不等，決定了影像的
細節程度與地物的可分辨性。而時間分辨率則是指遙感傳感
器對於同一區域獲取影像數據的重訪周期，數值則可大可
小，短到10分鐘，長至每天、數周甚至數月，而高時間
分辨率則可提供到該區域內更好的變化監測。

遙感衛星功能強大，只有在了解及準確利用其
背後的運作原理，結合需要分析目標的特

徵，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遙感衛星的能
力，更好地服務於科學研究或商業

實踐。

太
空「
千
里
眼
」商
業
科
研
用
途
多

接地
遙感

涵蓋土地精繪樹木碳中和水質測繪太陽輻射計算
理大遙感衛星 拓四領域應用

航天科技可說是香港作為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新着力點，在依託國家相關

科研與工業實力下，香港高校與科研機構各企業利用各自優勢，在衛星遙感、導

航等領域取得了長足發展。其中，香港理工大學（理大）落實將與香港航天科技

集團（香港航天）合作，由後者提供各項衛星遙感觀測數據與服務，以支援大學

科研與教學，同時理大並將獲得由香港航天贈與，預計明年發射的光學遙感衛星

的命名權。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的團隊，正開拓多項遙感測量領域創新

成果與應用，包括利用衛星數據，對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進行精密繪圖，並會就

樹木碳中和、水質測繪及太陽輻射等深入研究，期望為人類社會及可持續環境發

展作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鼎煌

除了透過遙感衛星偵測地面環境狀況，香港理工大學
與香港航天亦將在低軌道衛星導航通訊層面展開廣泛合
作，包括研究設計新的低地球軌道導航信號，結合後者
載有112顆低軌道衛星的「金紫荊星座」，增強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衛星導航定位的精度與安全性。理大航天及
民航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徐兵表示，未來隨着更多低地球
軌道衛星陸續發射，有望打造屬於低地球軌道的導航定
位與授時系統，為實現智慧出行、城市/先進空中交
通、星基廣播式自動相關監察、搜索與救援提供有力支
援。
目前廣泛應用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包括
美國GPS系統、中國北斗導航系統以及俄羅斯格洛
納斯系統等，其衛星一般距地面2萬至3萬公里；至
於理大着力攻關的低地球軌道衛星定位與授時系統
（LEO-PNT）所需的近地軌道衛星，一般為距地面

2,000公里以下，由於較近地面，雖然覆蓋範圍有所
不及，但其導航精確度、信號強度與安全性方面均
較GNSS更出色，並可避免如IP電子欺騙等安全隱
患。
徐兵介紹，在此等優勢下，建立在低地球軌道衛星

上的定位與授時系統亦將成為未來導航定位系統的大
趨勢，本次研究目標希望能為未來的低地球軌道衛星
設計新的導航信號，以進一步增強現有導航與授時服
務的精確度與安全性。

覆蓋灣區 增防災救援能力
此次理大與香港航天合作，將可為實踐研究成果提
供專屬平台，後者的低軌道「金紫荊星座」，可完整
覆蓋大灣區11個城市，其配備的光學遙感與合成孔徑
雷達技術，則可實現24小時城市應急管理、防災減

災、生態環境、交通運輸等全天候
動態監測。而理大設計的新型專用
於低軌道的導航和測距定位信號，
望增強「金紫荊星座」的相關功
能，助力智慧城市、智慧出行等藍
圖的落實，增強如防災減災、搜索
與救援等城市管理能力。
徐兵表示，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
均將打造低地球軌道衛星星座作為一
項戰略任務，例如美國Space X打造的
「星鏈」計劃，中國目前也在準備屬於
自己的「星鏈」計劃，雙方均涉及上萬顆
的衛星，「未來隨着更多低軌道衛星的發
射，全面打造屬於低軌道衛星的導航系統也將
提上日程。」

研低軌導航系統 精度安全勝GPS

◆採集海上的光
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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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衛星影像和遙感模型以計算水質。 理大供圖

◆理大介紹在航
天科技與衛星導
航方面最新研究
成果。左為黃文
聲教授、右為徐
兵助理教授。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攝

遙感技術作
為遠距離

探測地面特徵、屬性與變化
的科學手段，在土地測量、環境監
測等領域有着大量應用空間與前景。

過去二十餘年，理大建設與環境學院副院長、土地測
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教授黃文聲帶領理大研究團隊藉着
衛星遙感技術在土地利用覆蓋繪圖、樹木碳中和、水
質測繪、太陽輻射計算等領域取得了傑出的科研成
果。

製作棕地地圖灣區土地利用圖
在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繪圖領域，他與團隊利用不
同的光譜特徵，透過衛星圖像識別如植被、濕地、紅
樹木、棕地及城市不同區域的土地覆蓋，並在深度學
習及人工智能的幫助下，製作出「香港棕地地圖」、
「粵港澳大灣區土地利用地圖」等。藉助高清衛星圖
像不僅可以識別香港不同土地覆蓋，還可以支持城市
規劃與發展，為土地管理與新城規劃提供重要依據，
亦可監測土地利用，為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依
據。
碳中和亦是遙感技術應用於環境監測的重要領域。黃

文聲表示，由於樹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並儲存碳，但香
港沒有樹木碳固存的基線數據。而通過衛星圖像則可以
詳細了解區域內樹木可吸收碳的固存量，並可依據該區
域內生活與工業的碳排放量，推算出該區域需種植多少
棵樹木，便可實現區域碳中和。

估算水質參數製作太陽輻照圖
此外，理大團隊在水質測繪領域，充分利用遙感衛
星數據，監測、識別、估算香港水域的各類水質參
數，如海水渾濁度與海水溫度，提前預警赤潮等海域
污染，幫助漁民減少損失；團隊利用遙感衛星影像估
算香港雲量，並配合地理信息系統，製作出開放公眾
使用覆蓋香港全境的太陽輻照圖，依據地圖，公眾亦
通過比照區域內太陽輻射數值，得知是否適合安裝太
陽能板。
黃文聲表示，香港航天即將提供的亞米級高分辨率衛
星影像，必會促進香港等粵港澳大灣區高分辨率衛星圖
像的算法發展與應用，而他未來亦會在上述四個領域，
藉助香港航天的衛星影像數據，進一步推動深入研究實
踐。
他表示，結合更豐富的衛星數據資源，團隊亦計劃在智
慧交通等方面開展新的研究，比如香港天氣潮濕，市民在

等待巴士時均較為焦躁難耐，如能藉助遙感衛星影像及數
據，計算出等車區域內較為陰涼舒適的地方，從而設
計出覆蓋全港交通的悠閒等車區域地圖，則會是
遙感技術服務智慧城市、智慧出行的實用應
用；而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和航天
及民航工程學系的科研人員，未來亦將開
展跨學科交流，探索將各自於衛星遙
感、導航等領域的專長融合發展。

◆大灣區土地用途覆蓋分類。 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上星期中央
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
展規劃》，提出共30項措施，打造世界級創
新平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4日出席一
個論壇時表示，「發展規劃」為港深兩地在
創科發展的合作注入了全新動力，特區政府
感謝中央和深圳市政府對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發展的大力支持，並將繼續積極與深圳協
同推動合作區在「一國兩制」下「一區兩
園」的優勢，助力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的建設，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國際創新人才
港。據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5日舉行《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新
聞發布會，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將出席。

三大發展定位 建研產科創區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即將駛入更
快車道。國務院印發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上月29日正式發
布，明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
三大發展定位。「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推
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突破發展，支持先進
生物醫藥技術創新應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
與數字經濟發展前沿領域，到2035年，與香
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面形成，成為世界
級的科研樞紐。

李家超表示，「發展規劃」提出三大發展定
位，分別是：一、構建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
先導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高地；二、建設國
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營造高度開放的
國際化科研制度環境；三、形成粵港澳大灣區
中試轉化集聚區，為大灣區建設持續產生高質
量的科技創新供給。

他提到，粵港澳大灣區人口8,600多萬，生
產總值超過1.9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第十大
經濟體。經歷三年疫情後，內地今年的經濟逐
步恢復，上半年按年增長5.5%，但經濟復甦依
然面對外部和內部需求的挑戰。7月底召開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宏觀經濟環境作出政
策調整，着力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擴內需、
提信心、防風險。
李家超說，國家經濟規模大、韌性強，短
期的波動不會改變長期向好的趨勢。同時，
國家推進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
系，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這
些新發展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和源源不絕的
發展活力。
他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特區
政府全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金
融、商貿、航運和專業服務等領域貢獻大灣
區建設，同時通過強化創新科技等新興領
域，為發展增添新的動能。
他表示相信，「發展規劃」為港深兩地在
創科發展的合作注入了全新動力。特區政府
感謝中央和深圳市政府對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發展的大力支持，並將繼續積極與深圳協
同推動合作區在「一國兩制」下「一區兩
園」的優勢，助力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的建設，為大灣區構建國際創新人才港。

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特區政府積極為自然災
害等不同安全領域作全面風險評估，管控風
險。行政長官李家超4日在一個論壇上致辭時
表示，超強颱風「蘇拉」過去幾天吹襲華南沿
岸，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都作好預案，並充分
溝通，所幸才沒有造成重大損傷。
特區政府早前建議制訂全新的《粵港澳大灣

區緊急應變行動方案》。
李家超表示，香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地緣

相近，唇齒相依，香港特區政府正繼續推動
訂立新的《粵港澳大灣區緊急應變行動方
案》，為區內構建更全面、務實和系統化的
緊急應變行動機制，進一步提升大灣區聯合
處理事故的能力。

李家超：正制訂新灣區緊急應變方案
◆圖為在深圳實習的港生參觀港科大藍海灣孵化港。 資料圖片

◆李家超出席一論壇時表示，「發展規劃」
為港深兩地在創科發展的合作注入了全新動
力。

河套規劃為港深創科合作注新動力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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