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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些年，欧洲、美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空间机构和组织相继提出了空间辐射基准载

荷的核心理念，旨在将可溯源至 SI 的辐射基准源搭载到少量空间辐射基准卫星(SITSat)，

并通过交叉定标的方式将空间辐射基准从基准卫星传递到其他卫星载荷，从而实现卫星

载荷高精度、高频次在轨辐射定标。基于严格匹配约束的同步星下点观测（SNO）方法

是一种理想且精度较高的交叉定标方法，然而，高分辨率卫星载荷具有空间分辨率高、

幅宽窄等特点，严格的匹配约束下难以获得与基准卫星载荷的 SNO 交叉机会，通过放

松匹配约束条件能够增加交叉定标机会，同时也将导致定标不确定性增加。 

交叉定标的关键在于获得待定标卫星载荷的入瞳辐射参考，即大气顶层辐亮度/反

射率。对于伪不变定标场（PICS），高稳定的地表/大气条件有助于提高交叉定标精度，

同时 PICS 场地的 TOA 反射率模型能够保证其作为辐射参考场的交叉定标结果的准确

性。对于 RadCalNet 场地，通过布设自动观测仪器以获取卫星过境时刻的地表/大气参

数，能够为各种用户提供溯源至 SI 的 TOA 反射率产品，且附带产品的不确定性标识。

因此，RadCalNet 场网能够作为中高分辨率卫星交叉定标的辐射参考场地，在未来空间

辐射基准系统的支持下，能够实现空间辐射基准向RadCalNet标准辐射产品的基准传递，

并进而为其他待定标卫星提供辐射参考。 

本研究发展了一种基于全球自主辐射定标网（RadCalNet）的空间辐射基准传递定

标方法，使用 RadCalNet 站点测量值作为中间辐射测量参考值。具体来说，利用基准卫

星载荷时序观测数据构建 RadCalNet 场地的 TOA 反射率模型，通过 TOA 反射率模型与

RadCalNet TOA 反射率产品进行比对，实现参考载荷辐射基准向 RadCalNet TOA 反射率

产品的传递，并利用校正后的 RadCalNet TOA 反射率产品将辐射基准进一步传递至待

定标卫星载荷。以中国包头场、美国 RVP 场为例，对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进行验证，还利

用中欧卫星 Sentinel-2A/2B、GF-1、GF-6 和 SV-1 进行了应用示范。初步的不确定性分

析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实现高精度辐射基准传递，传递定标不确定度为 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