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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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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抽样程序、检验内

容及方法、质量评定、报告编制以及资料整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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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合成孔径雷达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 

利用雷达与目标的相对运动把尺寸较小的真实天线孔径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合成为较大的等效天线

孔径的雷达。 

[来源：CH/T 3009—2012，3.1] 

3.2  

航向角 heading angle 

卫星飞行方向与真北方向的夹角。 

3.3  

入射角 incident angle 

入射雷达波束与地表法线之间的夹角。 

3.4  

极化 polarization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发射或接收电磁信号时，电磁场的电场矢量端点在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上，随

时间变化所形成的轨迹。 

注：分别用 H 和 V 表示水平和垂直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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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H/T 3009—2012，3.5] 

3.5  

交会角 intersection angle 

两景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影像入射角的夹角。 

3.6  

快视图  quickview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经过抽稀处理生成的影像图片。 

3.7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 satellit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basic data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原始信号经预处理生成的单视复型影像数据或系统几何校正数据。 

4  基本要求 

4.1 质量元素及权重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及权重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及权重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数据质量 0.60 

1. 传感器类型 

2. 数据处理级别 

3. 覆盖完整性 

4. 影像重叠度 

5. 分辨率 

6. 入射角 

7. 极化方式 

8. 成像模式 

9. 获取期数（时间序列 SAR） 

10. 获取时间 

11. 航向角 

12. 交会角（立体 SAR） 

影像质量 0.30 
1. 目视质量 

2. 影像完整性 

附件质量 0.10 

1. 技术文档 

2. 整饰包装 

3. 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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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量错漏分类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成果质量错漏分为 A、B、C、D 四类。错漏分类应符合表 2 的规

定。 

表 2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错漏分类 

质量元素 
错漏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数据质量 

1. 传感器类型、数据处理级

别、覆盖完整性、影像重

叠度、分辨率、入射角、

极化方式、成像模式、获

取期数（时间序列 SAR）、

获取时间、航向角、交会

角（立体 SAR）等任一项

不满足要求，严重影响后

续生产 

2. 其他严重的错漏 

1. 传感器类型、数据处理级

别、覆盖完整性、影像重

叠度、分辨率、入射角、

极化方式、成像模式、获

取 期 数 （ 时 间 序 列

SAR）、获取时间、航向

角、交会角（立体 SAR）

等任一项偏离较大，致使

后续工序作业困难 

2. 其它较重的错漏 

1. 传感器类型、数据处理级

别、覆盖完整性、影像重

叠度、分辨率、入射角、

极化方式、成像模式、获

取 期 数 （ 时 间 序 列

SAR）、获取时间、航向

角、交会角（立体 SAR）

等任一项偏离较小，对后

续工序影响较小 

2. 其它一般的错漏 

其 它

轻 微

的 错

漏 

影像质量 

1. 外观质量差，严重影响后

续生产 

2. 影像存在明显错行、模糊、

散焦、重影等现象，严重

影响后续生产 

3. 影像缺失、掉线、断行，

无效像元过多，严重影响

后续生产 

4. 非终年积雪地区因存在大

面积积雪严重影响后续生

产 

5. 其他严重的错漏 

1. 外观质量差，较大影响影

像质量 

2. 影像存在错行、模糊、散

焦、重影等现象，致使后

续工序作业困难 

3. 局部影像缺失，无效像元

较少，但可形成干涉或满

足测图等生产要求 

4. 其它较重的错漏 

1. 外观质量较差，轻微影响

影像质量 

2. 影像欠清晰，使得局部影

像信息损失 

3. 其他一般的错漏 

其 它

轻 微

的 错

漏 

附件质量 

1. 重要技术文档缺失  

2. 其他严重的错漏 

1. 技术文档、附图和附表不

符合要求 

2. 成果整饰包装不符合要

求 

3. 其它较重的错漏 

1. 技术文档、附图和附表不

完全符合要求 

2. 成果整饰包装不完全符

合要求 

3. 其它一般的错漏 

其 它

轻 微

的 错

漏 

4.3 检验依据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应依据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测绘任务书、合同书

和委托验收文件等执行。 

4.4 检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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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应记载并描述完整，检验记录应整洁、清晰，指标和所属错漏类别应明确。 

5  工作流程 

检验工作流程包括：检验前准备、抽样、成果质量检验、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理。具体内

容如下： 

a) 检验前准备应包括收集相关标准、项目任务书及相应技术资料，明确检验内容和方法，准备检

验物资，制定工作计划。必要时，应根据需要编制检验方案； 

b) 按照规定进行抽样； 

c) 对单位成果质量实施检验； 

d) 对单位成果进行质量评定，对批成果进行质量判定； 

e) 按相关要求编制检验报告； 

f) 汇总并整理数据及相关资料。 

6  抽样程序 

6.1 单位成果确定 

单位成果以景为单位。依据项目相关技术文档及成果资料等，确定单位成果总数。 

6.2 批成果确定 

批成果为同一批次、同一类型且连续覆盖的单位成果的总和。 

6.3 抽样 

6.3.1 采用全数检查。 

6.3.2 提交检验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成果资料内容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成果资料内容 

序号 项       目 备 注 

1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含参数文件） 根据合同要求提供 

2 快视图数据 根据需要提供 

3 项目范围完成情况图 附电子文档（PDF） 

4 成果资料移交书 附电子文档（PDF） 

5 成果质量检查报告 附电子文档（PDF） 

7  检验内容及方法 

7.1 一般规定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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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遥感原始数据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检查项 具体内容 

数据质量 

传感器类型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传感器类型 

核查分析 
数据处理级别 

数据处理级别，如 1 级（单视复型影像数据）、

2 级（系统几何校正数据）等 

覆盖完整性 数据覆盖范围 

核查分析、计算

分析 

影像重叠度 条带内重叠、条带间重叠 

分辨率 影像像元大小（距离向和方位向分辨率） 

入射角 单个影像的入射角 

极化方式 数据极化方式，如水平极化、垂直极化等 

成像模式 成像模式，如条带、聚束或扫描模式等 

获取期数（时间序列 SAR） 数据获取的期数 

获取时间 数据成像的时间 

航向角 影像获取时卫星平台航向角 

交会角(立体 SAR) 立体影像交会角 

影像质量 

目视质量 

影像清晰度 

目视 

影像错行 

影像散焦 

影像重影 

影像掉线、断行 

冰、雪覆盖 

影像完整性 
核查影像数据齐全性、完整性；检查数据可读

性、数据缺失、无效像元等 

附件质量 

技术文档 技术文档的完整性 

核查分析 整饰包装 整饰包装的符合性 

附图附表 附图附表的完整性 

7.2 数据质量检验 

7.2.1 传感器类型 

利用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核查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传感器类型是否满足要求。 

7.2.2 数据处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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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核查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影像处理级别是否满足要求。 

7.2.3 覆盖完整性 

覆盖完整性的检验方法如下： 

a) 调用全部影像快视图或影像数据，与要求的采集范围边界进行比较，核查影像是否完全覆盖采

集范围，是否按要求外扩影像覆盖范围； 

b) 调用全部影像快视图或影像数据，核查不同景影像间是否存在漏洞。 

7.2.4 影像重叠度 

调用同一轨道内和不同轨道间相邻影像，利用相应软件检查条带内和条带间影像重叠度，核查影像

重叠度是否满足要求。 

7.2.5 分辨率 

从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中读取影像分辨率，包括距离向和方位向分辨率，核查分辨率是否满足要求。 

7.2.6 入射角 

从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中读取卫星入射角，核查入射角是否满足要求。 

7.2.7 极化方式 

从影像数据、快视图或参数文件中读取极化方式，核查极化方式是否满足要求。 

7.2.8 成像模式 

利用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读取成像模式信息，核查成像模式是否满足要求。 

7.2.9 获取期数（时间序列 SAR） 

从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中读取影像信息，核查影像获取期数是否满足要求。 

7.2.10 获取时间 

获取时间的检验方法如下： 

a) 在影像参数文件中读取影像获取时间，核查获取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b) 利用与合同及技术文件要求时相相符的其它资料，与影像数据中地物比对分析，核查影像时相

是否满足要求。 

7.2.11 航向角 

从影像数据或参数文件中读取航向角，核查影像航向角是否满足要求。 

7.2.12 交会角（立体 SAR） 

通过计算，核查交会角是否满足要求。交会角的计算方法如下： 

a) 当两景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为同轨时，交会角为两景影像入射角之差； 

b) 当两景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为异轨时，交会角为两景影像入射角之和。 

7.3 影像质量检验 

7.3.1 目视质量 

调用影像数据，以目视方式核查影像清晰度，影像是否存在错行、散焦、重影、掉线、断行、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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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等现象，评估对后续生产的影响程度，确定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7.3.2 影像完整性 

影像完整性的检验方法如下： 

a) 按照资料移交清单，核查影像数据是否齐全、完整； 

b) 利用相关处理软件检查数据能否正常读取、显示； 

c) 调用影像数据，以目视方式核查影像是否存在缺失、无效像元。 

7.4 附件质量检验 

7.4.1 技术文档 

按照资料移交清单，逐项核查技术文档是否完整。 

7.4.2 整饰包装 

核查各项数据、记录文件、过程计算资料、最终成果的规整性和存储介质及包装的符合性，各类电

子文档资料的文档格式及包装样式的符合性。 

7.4.3 附图附表 

核查各类附图、附表的完整性、符合性。 

8  质量评定 

8.1 质量表征 

单位成果、批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 

8.2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8.2.1 单位成果质量元素及权重、质量错漏分类按照本标准表 1、表 2 的规定执行。 

8.2.2 质量元素评分方法 

首先将质量元素得分预置为 100 分，根据 GB/T 24356 的要求对相应质量元素中出现的错漏逐个扣

分，扣分值调整系数t = 1。𝑆1的值按式（1）计算。 

     1 1 2 3100 12 4 1S a t a t a t            ………………………（1） 

式中：  

𝑆1        ——质量元素得分； 

𝑎1、𝑎2、𝑎3——质量元素中相应的 B 类错漏、C 类错漏、D 类错漏个数； 

𝑡         ——扣分值调整系数。 

8.2.3 单位成果质量评分 

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单位成果质量得分。S的值按式（2）计算： 

 1

1

n

i i

i

S S P


                ………………………（2） 

式中：  

𝑆、𝑆1𝑖——单位成果质量、质量元素得分； 

𝑝𝑖    ——相应质量元素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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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    ——单位成果中包含的质量元素个数。 

8.2.4 当单位成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评定为不合格： 

a) 单位成果中出现 A 类错漏； 

b) 质量元素质量得分小于 60 分。 

8.3 批成果质量判定 

8.3.1 当批成果中出现不合格单位成果时，判定批成果质量为不合格。 

8.3.2 全部单位成果合格后，批成果质量得分为各单位成果质量得分的平均值。 

8.3.3 批成果质量判定实行优、良、合格三级评定制。根据批成果质量得分，按表 5 规定判定批成果质

量等级。 

表 5 批成果质量等级判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S） 

优 S ≥ 90 分 

良 75 分≤ S < 90 分 

合格 60 分≤ S < 75 分 

 

9  报告编制 

检验报告编写的内容、格式及说明见附录 A 和附录 B。 

10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按规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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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检验报告内容 

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 

a）检验工作概况：简述检验任务来源、检验人员组成及所使用工具情况； 

b）受检成果概况：简述受检成果数据质量、影像质量和完成情况等； 

c）抽样情况：说明全数检查的影像数量，列出检验资料清单； 

d）检验内容及方法：对照检验标准说明检验质量元素项以及所采用的方式。当未进行某项质量

元素项检验时，在此予以说明； 

e）质量问题及处理：罗列检验过程中发现的A、B、C、D类质量问题和发现的普遍性或系统性质

量问题。当质量问题较多时，D类质量问题可不罗列； 

f）建议：根据需要使用，当无任何建议时，可不保留。当存在A类质量问题时，说明需补充的

范围，并制作相应的附图； 

g）成果质量统计：按照不同质量元素统计各类错漏类别及数量； 

h）附件：项目检验情况图、成果资料移交清单。成果资料移交清单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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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检验报告格式 

图B.1-图B.7给出了检验报告部分页面的格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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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成 孔 径 雷 达（SAR）卫 星 遥 感 

 原 始 数 据  

 

质 量 检 验 报 告 
 

 

【20××】第【×××】号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检验单位（章）：                       

 

合同单位：                                   

 

年   月   日 

 

图 B.1  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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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本报告正本无“检验单位公章”及“骑缝章”无效。 

2. 本报告副本未加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 本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无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若对检验报告内容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起十五日内向

检验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 检验报告仅对来样负责。 

 

 

 

 

联 系 方 式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图 B.2  封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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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工作概况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检验单位  地    址  

本次检验面积  km² 影像数量  

成果状态  检验日期  

检验依据 
 

 

质量元素  

检验结论 

单位成果质量得分： 

批成果质量得分： 

批成果质量等级：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批 准：                      审  核：                       编  制： 

图 B.3  检验工作概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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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成果概况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卫星种类  影像类型  

数据格式  比特位  

时相要求  

验收时间、地点  

完成情况 

合同面积  km² 本次检验面积  km² 

累计完成面积  km² 尚剩余面积  km² 

未完成原因  

影像数量  存储介质/数量  

数据量    

数据质量 

传感器类型  数据处理级别  

覆盖完整性  影像重叠度  

分辨率  入射角  

极化方式  成像模式  

获取期数（时间序列 SAR）  获取时间  

航向角  交会角（立体 SAR）  

影像质量 

目视质量  

影像完整性  

附件质量 

技术文档  

整饰包装  

附图附表  

备   注  

 

图 B.4  受检成果概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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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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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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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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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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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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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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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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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
议
 

 

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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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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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质量统计 

序号 影像编号 质量元素 权重 
错漏类别及数量 

得分 质量得分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数据质量 0.60      

 影像质量 0.30      

附件质量 0.10      

  

图 B.6  成果质量统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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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

 
 

 
 
 
 
 

 
 
合
同
编
号
：

 
 
 

 
 
 
 
分
辨
率
：

 
 
 
 
 
 
 
 
传
感
器
类
型

：
 
 
 
 
 
 
 
 
影
像
处
理
级
别
：

 

获
取
时
间
：

 
 

 
年

 
 
 
月
—

 
 
年

 
 
 
月

 
 
 
 
 
获
取
单
位
：

 
 
 
 
 
 
制
作
者
：

 
 
 
 
 
 
 

 
 
 
 
 
检
查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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