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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岛三艘外轮同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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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潘而东 记者 江

跃中）昨天下午，由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

限公司建造的马绍尔群岛籍“佛卡亚

（VOKARIA）”“阿斯顿(ASTON)”和“斯普

林德 (SPRINGFIELD)”3 条新船，同时在

江南长兴码头一号线交付。 上海崇明修

造船基地企业复工复产， 再创单日新船

交付新纪录。

据悉，3艘新船的希腊船东了解到中

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 随即联系江

南造船希望能尽快接收新船。 江南长兴

造船公司也迅速回应船东需求， 开足马

力复工复产。

外籍新船交付需要经过复杂的检查

流程，涉及多部门。 崇明边检站积极响应

企业和船方诉求， 与相关口岸查验单位

强化联系对接， 主动靠前加强与企业互

通， 为 3 船同时交接制定专门的工作方

案， 抽调所有机动警力和部分机关警力

分头开展查验工作，穿戴防护装备后为 3

条新船全体船员办理了边检手续。短短 2

个小时，3船边检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崇明边检开足马力 创单日新船交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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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红外卫星影像分析比较上海 1月底和 3月初影像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产值在 1 亿

元以上（含 1 亿）的企业，已于 3 月 2 日全

部复工。 ”“张江高新区‘一区 22 园’约有

42337 家企业复工，高新技术企业复工率

达 95%，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达 97%。 ”

“洋山港集装箱船舶流量基本恢复到正常

水平。”……上海复工复产的这些消息，我

们如何才能更直观地看到呢？ 近日，上海

市测绘院尝试通过热红外卫星影像分析，

并且比较 1 月底和 3 月初的影像， 发现上

海复工复产正越来越“热”。

首席记者 方翔
    “热红外卫星影像，是利用遥感卫星

的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拍摄的画面，

颜色越红代表热异常数量越多。 ”上海市

测绘院第三分院副院长辛亮说，“我们基

本每个季度都会分析卫星数据， 观察城

市变化，包括违建、违法用地、渣土堆放

等，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 随着目前

复工复产全面开展， 我们也希望卫星数

据更好地服务于相关领域。 ”

据辛亮介绍， 在热红外卫星影像上，

红色代表该地地面温度高于整个地区平

均气温，“这通常来自工业， 或者能源生

产，以及大密度的人口生活、生产。随着复

工复产，我们可以发现工业热能和人口密

度增加带来的这个区域的热值提升。 ”

在一张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热

红外卫星影像中，我们可以发现，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上汽临港生产基地、临港

产业智造园等区域的变化明显。

日前，“上海临港” 公众号发布图集

“临港新片区产业复工进行时”。 有序测

温，安静用餐，上汽临港基地第一辆整车

下线， 刚下生产线的国产特斯拉整装待

发，积塔半导体、航发商发、上飞、新昇半

导体等企业的车间内既忙碌又安静……

临港防疫生产两不误的景象一目了然。目

前， 临港新片区复工企业为 1470 家，其

中，产值在 1 亿元以上（含 1 亿）的 78 家

企业已全部复工。

受疫情影响，2 月中上旬， 洋山港国

际进出港干线的集装箱船舶平均每天不

足 15 艘次，国内进出港支线集装箱船舶

不足 24 艘次。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上海洋山港集装箱船舶流量也基本恢复

正常水平。 3月 1日至 3月 14日，洋山港

国内进出港支线集装箱船舶平均每天达

到 37 艘次，去年同期为 31 艘次，而通过

热红外卫星影像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

“通过热红外卫星影像，我们可以直观地

了解哪些生产厂房活跃度高， 哪些已实

现规模化生产运营。 ”辛亮说，“通过常态

化、大范围、多角度的数据分析，助力有

关部门更加精准地推进复工复产。 ”

“热度”看得到

    上海有序复工复产以来，浦东、虹桥

两大机场来沪航班旅客逐步回升，目前

日均达四五万人次。 自 2 月 19 日浦东

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货机数量破百以

来持续回暖，截至 3 月 2 日已累计 1310

余架次，日均 100 架次以上，较去年同期

增长 3.6%。

卫星影像图能看到得更多。 据上海

市测绘院第三分院航测遥感科科长杨铭

介绍， 卫星遥感正射影像是运用卫星平

台搭载传感器获取地球表面的客观实在

物的原始影像，并通过影像纠正，影像融

合，色彩增强以及影像镶嵌拼接等步骤，

最终制作成带有地理坐标信息的， 可服

务于实际应用的影像图。

“由于卫星拍摄的原始影像会受到卫

星平台的不稳定性、大气折射、地球曲率

以及地表起伏等因素影响产生一定程度

的几何畸变，因此首先需要通过特定的数

学模型以及一系列实际地面量测的点位

坐标进行影像纠正，从而带有准确的地理

坐标信息。 然后，通过影像融合与色彩增

强以还原地物真实色彩或根据不同应用

对象的需求，达到预期的地物色彩。最后，

影像镶嵌拼接是通过对相邻影像的无缝

拼接处理， 保持地物连续一致性的基础

上，取出重叠区多余影像，从而形成指定

范围内的整幅影像。”杨铭说。用户通过研

究这些图像，可以有许多新发现，比如通

过浦东机场、虹桥枢纽的热红外卫星影像

图推断机场客流变化，然后通过合理调配

资源更好地服务疫情防控。

在近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

彭崧表示， 截至 3 月 5 日， 张江高新区

“一区 22 园”约有 42337 家企业复工，高

新技术企业复工率达 95%， 规上企业复

工率达 97%。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卫星图

上， 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浦东软件园以及

周边等热力图改变明显， 有助于有关部

门更好地研判企业的复工情况。

上海市测绘院也对于一些区的卫星

影像进行了分析。

管理精细化    除热红外卫星影像之外， 夜光遥感

卫星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城市精细化管

理中。 珞珈一号 01星夜光遥感全国一张

图现已完成制作， 面向各行业用户提供

免费数据服务， 大幅度提升影像的绝对

定位精度，包括上海市测绘院、华东师范

大学在内的众多机构及专家， 正在利用

夜光遥感数据来研究上海以及长三角。

在上海市测绘院副院长顾建祥看

来，近几年，中国的卫星遥感事业发展非

常迅速，“我们也在逐渐尝试通过高分辨

率的遥感技术， 逐步应用于城市精细化

管理，并且通过卫星资源的运用，加强对

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城市的管理，

我们坚信遥感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前景十分广阔。 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离

不开城市管理者的统筹决策，而科学化、

精细化的大数据也为此提供了有益参

考， 遥感卫星无疑将为城市精细化管理

多了‘天眼神器’。 ”

据辛亮透露， 下一步上海市测绘院

还将探索卫星遥感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

的应用， 特别是以植被和土壤为检测对

象， 利用光谱特性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及

品质，“地面植被生长得越好， 卫星图中

的绿色就越深， 这不仅能帮助我们获取

农作物的关键信息， 还可对农耕作业进

行高效管理。 ”

分析更可靠

    

    区别于导航卫星、通信卫星

和科研卫星，遥感卫星主要用于

资源调查、农业估产、天气与海

况预报、防灾减灾等方面，世界

各国也普遍重视遥感卫星系统

及应用服务产业的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遥感

卫星数量的增加，卫星遥感数据

和处理作为下游产业，将呈现爆

发趋势，并将助力城市的精细化

管理。

遥感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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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路越江大桥完成复工后首吊

    专业的割枪喷出光亮的火星，一根根斜拉索

的索套管被有序地拼接起来，一支工程建设“复

工进行曲”正在昆阳路大桥的施工现场奏响……

黄浦江上的第 13 座大桥———昆阳路越江及配套

道路工程日前按下“复工键”。 今天上午，在主桥

施工现场，南北各 2 台桥面吊机同步将两块总重

约 760吨的节段主梁成功吊装完成。

“主梁每个节段要逐段吊装、焊接和涂装，我

们还会逐段测量监控、调节斜拉索张拉力等。 ”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待已吊装好的梁段焊接完成

后，将进行湿接缝浇筑，安装斜拉索并张拉，大约

10天后可进行下一跨节段主梁的吊装作业。

据悉，昆阳路越江及配套道路工程跨江大桥

主梁共 61 个梁段，随着此节段的顺利吊装完成，

现已完成 47 个节段，完成比例近八成。 作为“水

上作业”的市重大工程，隧道股份上海路桥“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复工”。 目前，昆阳路越江及配套

道路工程已有来自 21 个省/直辖市、58 个地级市

的 377 人到岗，人员返岗率达 98%。 返沪人员落

实 14 天隔离观察，项目部精准防控，分批开展人

员安全教育培训，守牢安全底线。 昆阳路越江大

桥预计今年内基本建成。 本报记者 杨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