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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图像识别能“大海捞针”？

莱坞电影《国家公敌》中，美国国家
安全局利用卫星等高科技设备全方位、无
死角地监控、跟踪男主，导致他不仅在大
街上要避开摄像头，甚至在空旷的场所连
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只要一抬头就会被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间谍卫星抓拍到，然后
被人脸识别系统精确定位。

那么，卫星遥感图像识别真的可以做
到这一点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国家公
敌》上映时（1998年）当然是否定的。即
使在今天，卫星遥感图像的精确度也远未
达到可以精确识别一个人脸部特征的程
度。2020年12月6日，我国成功发射的

“高分十四号”卫星的分辨率为“分米级
别”，现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就是
说，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上一个最小的像素色块能覆盖的物体也长
达1分米左右。但是如果要快速、高效地
从海量的遥感图像信息中，精确地定位到
某一张特定的人脸图像，无异于“大海捞
针”。

“大处着眼”算法估测植被面积

尽管如此，从卫星遥感图像中识别
“某一类物体”的技术却早已实现，并且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除军事用途外，

卫星遥感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农业、林业、
水利、矿业、土地管理、海洋观测、大气
观测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在这些应用领域，科学家们一般采用

“大处着眼”的宏观描绘和估算的方法，
不需要对每一棵麦苗、每一株牧草进行统
计，就能够比较精确地估测一片农田或草
场的产量。

例如，2018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科学家发表在 《自
然·可持续发展》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
中国西南地区卫星遥感图像的分析，发现
贵州、广西和云南一些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的地区因为植树造林项目而变得更绿了。
论文作者采用了“叶面积指数”和“植物
生物量”两个指标来估算植树造林的效
果，而这两个指标都具有宏观统计的内
涵：前者是指每平方米地面的植被覆盖面
积；后者是根据植物含水量与卫星观测频
段之间的定量关系反演得出的。

利用类似的方法，美国航天局还在
2019年2月以“中国和印度引领绿化”为
题，报道全世界的植被面积自2000年以
来增加了5%，相当于一个亚马孙热带雨
林，其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占比高达三分
之一。可见，我国多年以来对生态文明的
重视和对环境的整治已经取得了让世界遥
感科学家所认可的成果。

“机器学习”成遥感分析新利器

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量更高
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卫星的发射部署，卫星
遥感数据的体量也呈现指数级上升趋势，
给遥感图像的判读和分析带来了更大挑
战。同时，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为遥感信
息处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利器。《自然》杂
志报道的这次研究实现了对18亿棵树的识
别，正是利用了时下热门的机器学习方
法。

用于遥感数据处理的机器学习方法大
致可以分为“无监督”和“有监督”两
种。“无监督”的机器学习一般应用于对
遥感图像的“聚类分析”，它可以让具有
相似性的遥感图像像素自动地归并为同一
类。这种方法的效果类似于“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分类的结果使得不同类的数
据之间相似度最小，而同一类的数据内部
相似度最大。由于在遥感图像上，同类地
物在相同的表面结构、光照条件、地质环
境、植被覆盖情况下，具有相同或相近的
光谱特征，因此通过“无监督”机器学习
方法就能够将它们进行归并，从而提高识
别和分析的效率。

“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则需要人
“教会”计算机程序来对遥感图像进行分

类。科学家先对图像中每种目标类别选取
一定的“训练区”，让计算机计算这些

“训练区”的统计量，然后将“训练区”
之外的所有图像像元的统计量和训练区样
本进行比较，将它们分配到最相似的样本
类别上，就可以实现对全部图像像元的分
类。

本次研究的研究者为了“教会”计算
机识别卫星遥感图像中的树，首先通过人
工判读的方式，在卫星遥感图像上手动标
出了89899棵树和灌木的冠层轮廓。他们
将这近9万个树冠的特征形状和颜色作为
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集”，使计算机学
会了如何“分辨”卫星遥感图像（0.5米
空间分辨率）中直径在2米以上的树冠。
然后，他们将待分析的遥感图像划分为
256×256像素的色块，对每个色块是否
包含树冠图像进行了自动分析。最终，他
们在整个卫星遥感区域识别出了接近18亿
个树冠的位置和大小，并且发现此前同类
的研究低估了干旱地区的树木数量。

卫星对地遥感领域未来遐想

不可否认，该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具有
许多局限性，例如难以对重叠严重的树冠
图像进行严格区分，难以对更广泛区域的
不同树种进行识别，近9万条树冠数据的
人工标注工作量巨大等。但是，利用深度
学习模型分析卫星遥感图像的工作给相关
领域带来了巨大影响。《自然》杂志在年
度十大科学发现新闻稿中评论认为，卫星
对地遥感领域因为该项工作迎来了一次根
本性飞跃：从侧重于综合景观尺度的测
量，到有可能在大范围内乃至全球尺度上
绘制每棵树的位置和树冠大小，且这一进
展也将根本性地改变人们思考、监测、模
拟和管理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方式。

此外，如果我们把遥感图像分析的目
标从“树木”替换成其他物体，又可以产
生哪些遐想呢？既然现在科学家就能实现
对上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十几亿棵树的识
别，那么未来对全球范围内任何一种比树
冠更大的重要目标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
全体识别和精确定位，又会有多难呢？未
来，电影《国家公敌》中展示的场景可能
将不只是幻想而已。 据《北京日报》此项研究公布的非洲西部区域，以及所识别的树冠图像。 美国航天局发布的中国和印度变绿的遥感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遥感技术虽然
并非起步最早，但是近年来发展势头迅
猛，在某些方面已经与欧美水平相差无
几。

遥感技术从其采用的电磁波波段来划
分，可以分为可见光遥感、红外遥感、多
光谱遥感、雷达遥感、激光遥感等；从遥
感目标（即观测对象）来划分，可以分为
气象遥感、海洋遥感、陆地遥感等。

我国的遥感技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得到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几大知名的遥
感卫星系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1988
年发射首颗“风云 1 号 A”气象卫星；资
源系列卫星——1999 年发射首颗“资源
1A”卫星；海洋遥感卫星——2002 年发
射首颗“海洋1A”卫星；环境减灾系列卫
星——2008年发射首个“环境与灾害监测
小卫星星座”；高分系列卫星——2013 年

发射首颗“高分一号”卫星等。
根据宁波大学和浙江海洋大学学者分

析，现在我国的陆地遥感卫星已经具备全
色、多光谱、红外、合成孔径雷达、视频
和夜光等多种手段的观测能力；气象遥感
卫星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大气科学研究、天
气分析和数字天气预报应用需求；海洋遥
感卫星能够实现海洋水色和关键海洋参数
的大面积同步观测，可用于海洋权益维

护、海域管理使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
领域；随着高分系列卫星的发射部署，我
国光学遥感卫星总体水平也已进入国际先
进行列。不仅如此，我国的商业卫星和小
卫星遥感也发展迅速，预计2030年完成组
网的小卫星星座“吉林一号”将由138颗
小卫星组成，可以实现空间分辨率为1.12
米、对全球任意地点10分钟内重访观测的
能力。 据《北京日报》

我国遥感技术发展势头迅猛

卫星定位描绘卫星定位描绘1818亿棵树的意义亿棵树的意义
在《自然》杂志评选的2020年十大科学发现中，“卫星

图像绘制地球树木地图”名列其中。国际上多个科研机构的
二十几名科学家合作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利用卫
星遥感图像，详细描绘出西非地区13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
超过18亿棵树的位置和树冠大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项
科学发现背后的卫星遥感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

走近科学走近科学

■延伸阅读

“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吃芹菜
可降血压”“‘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
信号”……这些曾广泛流传的流言在过去
一年让不少人深信不疑。近日，2020年
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揭晓。

错误联想类年度流言：
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真相：烟草燃烧产生的成分有两种：一
部分是气体，比如一氧化碳，占比九成以
上；另一部分是固体颗粒，如尼古丁和焦油
颗粒，这些颗粒大小在1微米到2.5微米之
间。虽然不同病毒的大小差异很大，但都属
于纳米级。1微米等于1000纳米，指望用
微米计算的烟草颗粒去阻挡纳米级的病
毒，相当于用纱布过滤水源，并不现实。

研究显示，烟草中含有7000多种化
学物质，其中致癌物有几十种，它们会干
扰肺脏的正常运转、破坏肺脏的防御体
系，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气
肿、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量变质变类年度流言：
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真相：科学实验表明，芹菜中含有的

芹菜素可作用于血管内皮，进而舒张血
管、降低血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
者曾进行过定量研究：降低老鼠的血压大
概需要每千克0.026克菜素，就是说，体
重1公斤的老鼠一次吃0.026克芹菜素才
能降低血压。照此估算，体重60公斤的人
一次要吃1.56克芹菜素才可起作用。

芹菜素在芹菜中的含量是多少呢？不
同品种的芹菜及芹菜的不同部位中，芹菜
素的含量不同，大致在0.003%～0.088%
之间；而且叶子中含量更多，我们常吃的
芹菜茎中含量却较低。即使按照最高含量
0.088%计算，1公斤芹菜含有0.88克芹菜
素，要想通过吃芹菜降血压，首先得学会
挑选芹菜素含量最高的品种，其次要多吃
芹菜叶，最后还要一次吃上1.7公斤以上
芹菜，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成见效应类年度流言：
发现结节要立即切除，否则会癌变

真相：结节，通俗来讲是指体积相对
较小的无感觉或有疼痛感的肿块。对于结
节不必过度紧张，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
性的。良性结节一般不需要处理，不过一
旦查出结节，需要随时观察，并到医院就
诊，以便判定结节的良、恶性以及分级。
像乳腺结节这样能摸到的结节，可以自行
感知结节的大小和硬度等变化；四肢和体
表等部位的结节，要随时观察、触摸；肺
结节则需要进行专业检查。如果分不清是
不是结节，建议去医院就诊。

需要注意，万不可“无差别切除”结
节，因为切除结节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
响，切除结节后，对患处的局部组织会造
成破坏。比如乳腺结节，切除后可能会破

坏乳腺导管；切除肺结节，可能要切除部
分肺叶，从而影响肺部功能。总之，要不
要切除、何时切除结节，需要医生根据情
况进行判定。

借“技”卖货类年度流言：
“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

真相：从材质和结构上看，信号增强
贴就是在一张塑料片上镀了一层铝膜，铝
膜上印有一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而

“通过拉长手机内置天线接收信号的波
长，来增强信号的接收范围”的说法，从
原理上是讲不通的。

首先，波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
“拉长”；其次，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
源，而贴纸属于“无源天线”，无法为

“有效放大信号”提供能源。而且，由于
手机型号及运营商的不同，各手机信号频
率也不尽相同，要实现共振就必须与相应
手机信号的频率相同。因此，一张贴纸即
便能产生某种共振，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
机频率，不可能实现商家宣称的“全场
景”应用。

不少人认为信号强下载速率就会快一
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数据下载速率不仅
取决于网络，还取决于输出数据的服务器
以及用户数。因此“贴上信号增强贴能提
高下载速率”是个伪命题。

夸大其词类年度流言：
输液可以预防脑中风

真相：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定期
输液可以预防脑中风。输液用的一般是活
血化瘀的中药注射剂，或者西药中的扩血

管药物。其作用机理是暂时性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黏稠度、增加循环血容量、改善
脑灌注，这类药物一般作用时间是6~8个
小时，不可能永久疏通血管，预防脑中
风。并且这些药物作用于血管，等于提前
透支了血管的扩张能力，等真正出现脑梗
死等症状需要输液时，往往会出现药物耐
受，导致治疗效果欠佳，甚至错失真正抢
救治疗良机。此外，通过静脉输注溶栓药
物虽然是脑中风急性期的抢救方式，但有
着十分严格的限制条件，比如溶栓距离发
病时间不宜超过4~5个小时，有出血史及
手术外伤病史的患者不能溶栓等。

引发脑中风和再次脑中风的原因有年
龄、遗传、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
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烟、酒、肥胖、
药物、饮食等因素，凡是不结合上述致病
因素而进行的干预行为，都难以起到预防
作用。单纯用输液预防脑中风显然是不科
学的。 据《中国妇女报》

2020年度“科学”流言求真榜

近日，中国科学院首次利
用全基因组CRISPR/Cas9筛选
技术鉴定出新的衰老调控基
因，并开发出新型“基因疗
法”，为延缓衰老、防治衰老相
关疾病提供了重要的干预靶标
与新型策略。

这项成果由中科院动物研究
所刘光慧课题组、曲静课题组，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张维绮
课题组及北京大学汤富酬课题组
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完成。中科
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张维
绮介绍，研究团队通过静脉注射

靶向敲除KAT7的慢病毒载体，
可减少衰老小鼠肝脏中衰老细胞
的比例，改善小鼠健康状态，延
长生理性衰老小鼠和早衰症小鼠
的寿命。结果表明，基于单因子
失活的“基因疗法”有望实现延
长哺乳动物的寿命。

此外，研究还发现，敲除
KAT7或利用KAT7抑制剂均可
延缓人肝细胞衰老，并导致衰老
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和分泌水平
降低，提示此干预手段在人类衰
老转化医学的应用价值。

据新华社

新型“基因疗法”可延缓衰老

一些经常使用电脑的人会
在电脑旁摆一盆仙人掌，但仙
人掌真能防电磁辐射吗？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
场，热辐射和雷电都可产生电
磁辐射，太阳及其他星球也会
从外层空间源源不断产生电磁
辐射。我们身边的电磁辐射主

要来源于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电
子产品和家电。而仙人掌生长
在阳光充沛的沙漠中，其吸收
的是阳光中的紫外线辐射并不
是电磁辐射。不仅是仙人掌，
目前尚未发现有其他植物能吸
收电磁辐射。

据《中国妇女报》

仙人掌不能防电磁辐射

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桥段：
女主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旁的
男主默默脱下外套给女主披上。
按道理，女性体脂率比男性更
高，为什么会更怕冷？

冬天，不少女性的手脚像冰
棍一样，一碰透心凉。一项调查
显示，女性手脚和耳朵的平均温
度比男性低了1.5℃。难道女性
真是“冷血动物”？不，女性的
体核温度实际上略高于男性。身
体要维持更高的体核温度，就得
对冷更敏感，肌肉组织才会开启
战栗产热模式。而大多数女性身
体的肌肉比例低于男性，因此需
要更多依赖外界手段保温。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热量
从体表散失过多，肢端的毛细
血管会发生收缩，减少那里的
血流量，好让热量集中在内
部，优先供应给重要脏器。而

女性为了维持更高内温，只好
委屈下手脚。

激素差异也是女性更怕冷的
关键原因：男性体内的雄激素，
如睾酮能够促进肌肉生长，让他
们的基础代谢率更高。一项研究
表明男性的基础代谢率比女性高
23%，这意味着产热更高效。

据《中国妇女报》

女性为何更怕冷

很多人对电磁炉的使用安全
不注意，手机等电子产品随手放
在旁边，殊不知这其中潜藏着巨
大风险。

电磁炉是利用磁场感应涡流
加热原理制成的，它利用电流通
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的磁
感线通过铁质锅的底部时，即产
生无数小涡流，使锅本身自行高
速发热，然后加热锅内的食物。
手机放到电磁炉上后，电磁炉感
知到手机里含有磁铁（一般是扬
声器或听筒），便会自动开启，
使手机在瞬间高温下燃烧爆炸。
也就是说，无论电磁炉是否开
机，只要通电状态下，手机置于
上面便会发生危险。

使用电磁炉时应注意以下事
项：

1.金属物品不要放在上面。
电磁炉会与金属物品发生反应，
如直接将菜刀放在电磁炉上就会
使菜刀升温，达到相应燃点就会
引发火灾。

2.使用前先清洗检查。长期
不用的电磁炉，再使用时一定要
仔细检查、清洗、擦干。

3.放置在平整桌面上。使用
电磁炉一定要摆放在平整桌面
上，以免变形损坏。

4.锅具不要太重。电磁炉的
承重能力是有限的，一般锅具加
食物不应超过5公斤。

据央广网

手机要远离电磁炉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俞书宏院士团队
基于“藕断丝连”现象，深入探
究莲丝纤维的微观结构与力学性
能，并研制出了一种可用于手术
缝线的仿莲丝细菌纤维素水凝胶
纤维。

研究人员将细菌纤维素
（BC）水凝胶加工成具有仿莲丝
微米螺旋结构的水凝胶纤维
（BHF），该水凝胶纤维兼具较
高的强度和韧性，同时具有优异
的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此外仿
生螺旋结构还赋予了该材料与人
体皮肤相近的弹性，在伤口处受

力变形时，BHF可有效缓冲并
吸收能量，与人体组织实现同步
形变，从而避免割伤伤口造成二
次伤害。相对于传统的棉线或聚
合物线，水凝胶纤维缝线具有高
生物相容性、高含水量、低刺激
性等特点，在保护受损组织、促
进伤口愈合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
势，因此有望成为下一代新型高
端手术缝线。

另外，纳米纤维水凝胶的多
孔结构还使BHF能够吸附抗生
素或抗炎药物等，并持续在伤口
处释放，从而起到抗炎和加速伤
口愈合的作用。 据《科技日报》

新型仿生手术缝线避免二次伤害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以色列拉宾医学中心眼科主
任艾利特·巴哈尔教授于本月初
为因病致盲者植入人工角膜后，
帮助其恢复视觉并可以重新阅读
文字和辨识家庭成员，成为首次
人工角膜移植获得成功的病例。
这一产品采用百分之百的合成、

非降解多孔材料制成，可以代替
受伤或变形的角膜。接受人工眼
角膜者因患上脑水肿和其他疾病
导致角膜受损，丧失视力达10
年之久，成为法律定义上的盲
人。

据《科技日报》

以色列完成首次人工角膜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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