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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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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樊文峰、王甄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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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000 1:50 000 光学卫星传感器校正产品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1:25 000 1:50 000光学卫星传感器校正产品质量检验的基本规定、工作流程、抽样

程序、检验内容及方法和质量评定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1:25 000 1:50 000全色和多光谱传感器校正产品质量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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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5642-2017 1:25 000 1:50 000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感器校正产品 sensor corrected product 

经过辐射校正和传感器校正后的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产品。简称“SC产品”。 

3.2  

全色影像 panchromatic image 

遥感器获取整个可见光波谱区（一般定义在0.4μm~0.7μm间）的单波段影像。 

[来源：GB/T 35642-2017，定义 3.8] 

3.3  

多光谱影像 multispectral image 

利用具有两个以上波谱通道的传感器对地物进行同步成像，获取的分谱段影像。 

[来源：GB/T 35642-2017，定义 3.9] 

3.4  

单位成果 item 

为实施检查、验收而划分的基本单位。 

[来源：GB/T 18316，定义 2.1] 

3.5  

批成果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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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技术设计要求下生产的单位成果集合。 

[来源：GB/T 18316，定义2.2，有修改] 

3.6  

批量 lot size 

批成果中单位成果的数量。 

[来源：GB/T 18316，定义 2.3] 

3.7  

自动检查 programmed inspection 

通过程序进行自动检查、发现并提示数据中存在的错误。 

3.8  

人机交互检查 human-computer inspection 

检验人员利用计算机自动检查的结果，根据有关标准或要求、专家知识及经验进行判断确认。 

4 基本规定 

4.1 两级检查一级验收 

4.1.1 光学卫星传感器校正产品质量检查应依次通过作业部门或接收部门的过程检查、质量管理部门

的最终检查和委托方的验收。各级检查工作应独立进行，不应省略或代替。 

4.1.2 过程检查 

过程质量检查由作业部门或者接收部门负责，具体要求如下： 

a）过程检查对批成果中的单位成果进行逐一详查。 

b）检查出的问题应在检查记录中记录。 

c）对于过程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修改后复查，直至检查无误后，以报检单的形式通知最终检查。

报检单样式参见附录 A。 

4.1.3 最终检查 

最终质量检查由质量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要求如下： 

a）通过过程检查的单位成果，才能进行最终检查。 

b）最终检查对批成果中的单位成果采用全数概查、抽样详查的方式进行全数检查。 

c）最终检查应审核过程检查执行情况。对于不合格的单位成果退回处理，处理后再进行最终检查，

直至检查合格为止。 

d）最终检查完成后，编制检验报告，并将单位成果的检查记录随成果一并提交验收。 

4.1.4 验收 

验收由委托方负责，具体要求如下： 

a）单位成果最终检查全部合格后，才能进行验收。 

b）验收对批成果中的单位成果采用详查的方式进行抽样检查。 

c）验收应审核最终检查记录。 

d）验收不合格的批成果退回处理，并重新提交验收。重新验收时应重新抽样。 

e）验收工作完成后，应编写检验报告。 

4.2 人员要求 

各级质量检查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职责与要求如下： 



CH/T XXXX-XXXX 

3 

 

a)各级质量检查工作相关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是本级质量检查工作管理责任人，负责质检任务组

织、人员安排及进度控制，对SC产品质量评价、检查结论负责。 

b)各级质量检查单位或部门均应指定质量检查员负责质量检查工作，质量检查员负责对分配到的质

检产品进行质量检查，做好质检记录，并对该质检工作负责。 

c)最终检查单位或部门设置质量检查责任工程师，负责单位或部门间产品质检相关工作的工序流转

联络，负责质检技术方案制定、检查流程控制、检查问题意见及评价结论的审查核实，对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负责。 

d) 各级质量检查人员应经过上一级质检部门相应的业务和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工作。 

4.3 记录及报告 

各级检查过程中，对检查记录和检验报告要求如下： 

a）SC产品的各级检查记录应包括问题及问题处理记录，各项记录应全面、明确、清晰，记录不能

随意更改、增删，如实记录检验人员及日期。检验意见记录样式参见附录B。 

b）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检验工作概况、受检成果概况、抽样情况、检验内容及方法、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处理情况、样本质量统计等。检验报告样式参见附录C。 

c）所有检验报告随成果一并归档。 

5 工作流程 

光学卫星传感器产品的质量检验流程包括检验前准备、抽样、成果质量检查（包括详查与概查）、

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理，参见图1。具体内容如下： 

检验前准备

抽样

成果质量检查

质量评定

报告编制

资料整理

 

图 1检验流程图 

a）检验前应收集项目设计、相关技术文件及标准，核查上一级检查完成情况，明确检验内容及方

法，准备检验仪器设备和软件，制订工作计划，必要时应编制检验方案； 

b）确定抽样方案，抽样并提取相应资料及数据； 

c）对全部成果进行概查，对样本成果进行详查； 

d）完善检验记录，评定单位成果质量，判定批成果质量； 

e）按相关要求编制检验报告； 

f）汇总、整理和完善检验记录、数据和资料，按相关要求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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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抽样程序 

6.1 单位成果总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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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批次、批量确定 

6.2.1 按日生产量确定成果批量，当多天数据按批次生产时，根据接收时间按每日分别组成检验批，

也可根据实际生产数据的数量情况按多日数据总和组成检验批。 

6.2.2 被检成果中包含不同卫星类型成果时，应按照不同卫星类型分别组成检验批。 

6.3 样本量确定 

根据批量,随机抽取的样本量应不低于总数的3%，必要时可加大到10%。 

6.4 抽样 

6.4.1 抽样一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也可根据生产单位、生产方式、生产时间、传感器类型等因

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6.4.2 样本分布尽量均匀，并考虑成果的轨道位置等因素。 

6.4.3 样本资料 

样本资料应该主要包括： 

a）技术设计、相关技术规定和技术文件。 

b）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相应检查记录。 

c）结合图表（含产品名称、经纬度范围、影像时相等信息）。 

d）按技术设计要求组织的成果。 

e）相关参考数据、过程数据和文档资料。 

7 检验内容及方法 

7.1 详查 

7.1.1 详查的检验内容 

详查的检验内容见表1。 

表 1 详查的检验内容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检验内容 适用成果 

位置精度 平面精度 平面位置中误差 全部成果 

影像质量 影像特性 

云雪量 全部成果 

信息丢失 全部成果 

色彩特征 多光谱影像成果 

影像拼接 全部成果 

逻辑一致性 格式一致性 

数据归档 全部成果 

数据格式 全部成果 

数据文件 全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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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检验内容 适用成果 

文件命名 全部成果 

附件质量 

元数据 
项错漏 全部成果 

内容错漏 全部成果 

附属文档 
完整性 全部成果 

正确性 全部成果 

7.1.2 详查的检验方法 

7.1.2.1 位置精度 

利用参考资料核查分析影像产品平面位置中误差。检查点的数量视地形类别、获取方式等情况确定，

每景影像一般选取 15~20 个点，中误差计算方法参照 GB/T 24356-2009。 

7.1.2.2 影像质量 

影像质量检查主要是检查影像特征，包括： 

a）云雪量。利用程序自动检查结合人机交互检查的方式核查影像云雪覆盖区域。 

b）信息丢失。利用程序自动检查结合人机交互检查是否存在影像抽头、大面积阴影、噪声和条带。 

c）色彩特征。利用程序自动检查结合人机交互检查影像直方图是否接近正态分布，是否存在色调

不均匀、明显失真、返程不明显的区域，是否色彩自然、层次丰富。 

d）影像拼接。利用程序自动检查结合人机交互检查影像拼接处两侧的亮度、反差、色彩是否均衡

一致，影像是否模糊错位。 

7.1.2.3 逻辑一致性 

利用程序自动检查分析数据文件存储、组织的符合性，数据文件格式、命名的正确性，数据文件有

无缺失、多余，数据是否可读。传感器校正产品的构成文件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传感器校正产品的构成文件要求 

文件 文件要求 是否必选 

影像文件 数据格式应满足 GB/T 17798 的要求。 

是 

RFM 参数文件 

存储基于产品严密成像几何模型生成的有理函数模型的参数。采用 ASCII 编码文本

格式。数据内容和格式满足 GB/T 35642-2017 《1:25 000 1:50 000 光学遥感测绘

卫星影像产品》的要求。 

空间范围文件 
矢量线划图（采用 84 世界大地坐标系下的经纬度坐标）存储影像产品覆盖有效区

域地理范围以及一些重要的元数据信息项，数据格式应满足 GB/T 17798 的要求。 

元数据文件 
文件要求和格式应满足 GB/T 35643-2017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的

要求。 

浏览图文件 
在保持产品影像原有宽高比前提下，快视图片宽度一般为 1024 个像素。推荐采用

JPEG 文件格式。 

严密成像几何模型

参数文件 

记录产品的严密成像几何模型参数信息。如果严密成像几何模型对外保密，可采用

加密的自定义二进制格式；如果严密成像几何模型公开，采用 ASCII 编码文本格式。 

否 
辐射模型参数文件 

记录辐射处理过程中采用的辐射校正方法、绝对辐射定标系数等信息。采用可扩展

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描述的纯文本格式。 

缩略图文件 
存储针对产品浏览图进行降采样生成的更低分辨率的快视图，在保持数据原有宽高

比前提下，重采样图片宽度一般为 256 个像素。推荐采用 JPEG 文件格式。 

许可文件 记录数据的许可权限及版权等信息。采用 ASCII 编码文本格式。 



CH/T XXXX-XXXX 

6 

 

README 文件 记录一些必要的自叙信息。采用 ASCII 编码文本格式。 

7.1.2.4 附件质量 

附件质量检查包括： 

a）元数据。利用程序自动检查元数据文件命名、格式，元数据项数目、顺序以及各项内容的正确

性和完整性。 

b）附属文档。核查分析影像其他附属文档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7.2 概查 

7.2.1 概查的检验内容 

全色和多光谱影像产品概查的检验内容见表3。 

表 3 概查的检验内容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检验内容 适用成果 

影像质量 影像特性 云雪量 全部成果 

逻辑一致性 格式一致性 

数据归档 全部成果 

数据格式 全部成果 

数据文件 全部成果 

文件命名 全部成果 

附件质量 

元数据 
项错漏 全部成果 

内容错漏 全部成果 

附属文档 
完整性 全部成果 

正确性 全部成果 

7.2.2 概查的检验方法 

7.2.2.1 影像质量 

概查影像质量主要检查云雪量，检验方法按7.1.2.2执行。 

7.2.2.2 逻辑一致性 

按7.1.2.3执行。 

7.2.2.3 附件质量 

按 7.1.2.4 执行。 

8 质量评定 

8.1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方法 

数据成果质量采用分级评定的方式，共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级，其中不合格分为 A 类不

合格和 B 类不合格两种。A 类不合格主要指由于影像处理导致的错漏，B 类不合格主要指由于卫星原

始影像问题而非传感器校正产品生产和处理导致的错漏。分级指标及评定方法详见表 4。 

表 4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方法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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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A 类） 
不合格（B

类） 

评

级

条

件 

平

面

位

置

中

误

差 

1:25 

000

比例

尺平

面中

误差 

平

地、

丘陵

地 

小于等于 23.75 米 
大于 23.75 米且小

于等于 36.88 米 

大于 36.88 米且

小于等于 50 米 
大于 50 米 

- 

山

地、

高山

地 

小于等于 35.63 米 
大于 35.63 米且小

于等于 55.31 米 

大于 55.31 米且

小于等于 75 米 
大于 75 米 

1:50 

000

比例

尺平

面中

误差 

平

地、

丘陵

地 

小于等于 47.5 米 
大于 47.55 米且小

于等于 73.75 米 

大于 73.75 米且

小于等于 100 米 
大于 100 米 

山

地、

高山

地 

小于等于 71.25 米 
大于 71.25 米且小

于等于 110.63 米 

大于 110.63米且

小于等于 150 米 
大于 150 米 

云雪量 

（1）不良区域面积

比例小于等于 5% 

（2）不良区域面积

比例在5%与20%间，

但是分布比较在集

中一块且 50%以上

的区域没有城市区

域，或者分布在水

域区域，如湖泊、

海域 

（3）侧摆角度小于

等于 2° 

（1）不良区域面积

比例在 5%与 20%间，

且不满足一级条件 

（2）不良区域面积

比例在 20%-60%间，

但是分布比较在集

中一块且 50%以上

的区域没有城市区

域，或者分布在水域

区域，如湖泊或海域 

（3）侧摆角度大于

2°且小于等于 4° 

（1）不良区域面

积比例在 20%与

60%之间，且不满

足二级条件 

（2）侧摆角度大

于 4°且小于等

于 6° 

- 

（1）不良

区 域 面 积

比 例 大 于

60%。 

（2）侧摆

角 度 大 于

6° 

信息丢失 

色彩特征 

影像拼接 正常 正常 正常 - 
整 条 且 反

差明显 

逻辑一致性 正确 正确 正确 不正确 - 

附件质量 

附属资料正确；元

数据项正确；元数

据内容错漏数量小

于等于 1.25% 

附属资料正确；元数

据项正确；元数据内

容 错 漏 数 量 大 于

1.25%且小于等于

3.125% 

附属资料正确；

元数据项正确；

元数据内容错漏

数量大于 3.125%

且小于等于 5% 

附属资料不

正确；元数据

项错漏；元数

据内容错漏

数量大于 5% 

- 

 

8.2 批成果质量判定 

根据表5所示判定条件确定批成果的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划分为批合格、批不合格两级。 

表 5 批成果质量评定 

质量等级 判定条件 后续处理 

批合格 样本中未发现 A 类不合格的单位成果，且概查时为发现 A 类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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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单位成果 

批不合格 

样本中发现 A 类不合格单位成果，或概查中发现 A 类不合格单

位成果，或不能提交批成果的技术性文档（包括设计书、技术

总结、检查报告等）和资料性文档（包括接合表等） 

对批成果逐一查改合

格后，重新进行提交验

收 

9 报告编制 

参考本技术规程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检验报告。样例参见附录C。 

10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按相关单位或部门的规定进行管理。 



CH/T XXXX-XXXX 

9 

 

附 录 A 

（资料性） 

产品报检表格式 

报检登记表应包含报检单位和产品的基本信息以及审批意见。具体格式和内容参见表 A.1 

                          表 A.1 传感器校正产品报检登记表                   编号： 

生产单位或部门  

联系人  电话  

测绘产品信息 

任务来源  

产品名称  检查优先级 [常规、加急] 

产品情况 [说明产品基本情况，包括产品范围、数量及资料清单及过程检查记录清单。] 

生产单位或部门 

意见 

 

 

 

部门领导（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检查单位或部门 

意见 

 

 

 

部门领导（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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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检验意见记录表格式 

检验意见记录表应包含产品和质检人的基本信息以及质量问题处理意见。具体格式和内容参见表 B.1。 

表 B.1 检查意见记录表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质检操作员： 责任工程师： 质检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参数： 

序号 质量描述 截图 
处理

意见 

修改

情况 

复查

情况 

1      

2      

3      

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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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检验报告格式 

C.1 检验报告封面格式 

检验报告封面格式参见图C.1。 

 

传感器校正产品质量 

检 验 报 告  
（XXXX）第（XXX）号 

 

 

[骑缝章] 

 

成果名称：                       

生产单位或部门：                 

质检单位或部门：                 

 

 

 

 

        年   月   日 

图 C.1 检验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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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检验报告扉页格式 

检验报告扉页格式参见图C.2。 

注 意 事 项  

 

1．本报告无“检验单位或部门公章”及“骑缝章”无效。 

2. 本报告复印件未加盖“检验单位或部门公章”无效。 

3. 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图 C.2 检验报告扉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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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检验报告正页格式 

检验报告正页格式参见图C.3。 

    （****）第（**）号             检验报告                     第**页  共**页 

图 C.3 检验报告正页格式 

成果名称 [传感器校正产品]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批量

 

[共***景] 样本数量 
[概查   ***景  **%] 

[抽查   ***景  **%] 

检验员  

检验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检验依据 
[列出有关检验的标准、规范、设计书、文件等，版本号在前，名称在后。注：

数量很多时可摘要填写。] 

检验参数 [按实际检验内容列出检验质量元素。] 

检验结论 

[成果质量等级判定] 

 

 

[加盖检验单位或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编制： 审核： 

批准：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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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检验报告正文格式 

检验报告正文格式参见图C.4。 

    （****）第（**）号             检验报告                     第**页  共**页 

C.4 检验报告正文格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任务需要添加以下第 1-5 章节内容] 

1. 检验工作概况 

[检验的基本情况，包括检验时间、检验地点、检验人员、检验的软硬件设备等。] 

2. 受检成果概况 

[简述成果生产基本情况，包括来源、测区位置、生产单位或部门、生产日期、生产方式、成果形式、批量等。] 

3. 检验依据 

[列出全部检验依据。] 

4. 抽样情况 

[包括抽样依据、抽样方法、样本数量等。] 

5. 检验内容及方法 

[阐述成果的各个检验参数及检验方法。] 

表 C.1 主要质量问题表 

序号 问题描述 
处理

情况 

出现

次数 
出现比例 

1     

2     

3     

4     

5     

6     

 

表 C.2 抽查样本质量统计表 

产品 景数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优良率 

正视全色       

前视全色       

后视全色       

正视多光谱       

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