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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外摄影测量与遥感领域学术交流，活跃学术

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国测绘学会摄影测

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2025 学术年会，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至 30 日（星期三）在昆明举行。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会议主题

AI 时代的摄影测量与遥感

二、会议时间

2025 年 7 月 28 日报到注册，29 日上午大会报告，29 日下午、

30 日上午分会场报告。

三、会议地点

大会主会场：昆明云安会都酒店云安会堂三楼报告厅

分会场：分论坛 1、13：云安会堂 302

分论坛 2、3、7、11：云安会堂 305

分论坛 4、9、13：云安会堂 309

分论坛 5、15：云安会堂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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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6、14：云安会堂 203

分论坛 10、12、15：云安会堂 205

分论坛 8、16、17：云安会堂 306

四、其他说明

1、会议报到：请各位专家按照现场报到指示图进行签到，领取代

表证、资料等；参会代表证是您全程参会的唯一有效凭证，请妥善保

存并在会议期间全程携带；会议资料包括会议手册和其他材料。

2、现场缴费：会议接受现场注册与缴费。缴费方式包括支付宝、

微信、POS 机刷卡。

3、特别提醒：会议期间，请各参会人员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八

项规定》及《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如有其他疑问可咨询现场工作人员和会务组联系人。

 会议咨询：昆明理工大学，付志涛老师，15987190013

 报告咨询：昆明理工大学，祝新明老师，16601388810

 报到咨询：昆明理工大学，何志伟，18302537032

 酒店咨询：云安会都酒店，苏汝香，13888606866

 财务咨询：云南智旅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何伊莎，1361871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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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会组织

一、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中国测绘学会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

云南省定量遥感重点实验室（筹）

云南省山地灾害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国际联合实验室

三、协办单位

云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热红外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农业农村遥感分会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农业农村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数字热带亚热带专业委员会

武汉中科云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瀚哲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源节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奥谱天成（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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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思徕（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彩谱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媒体支持

《遥感学报》

五、年会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永军 教授 武汉大学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崔 帅 高级工程师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杜培军 教授 南京大学

杜世宏 教授 北京大学

方圣辉 教授 武汉大学

蒋 捷 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

刘良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柳钦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彭清山 教授级高工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唐伯惠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王力哲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张 力 研究员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研究所

张永生 教授 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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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平 研究员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

左都美 教授级高工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六、年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

李德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

龚健雅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李 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李召良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梁顺林 教授 香港大学

柳钦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马耀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施建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吴立新 教授 中南大学

闫浩文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

杨 昆 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

张 兵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张良培 教授 武汉大学

张永军 教授 武汉大学

张永生 教授 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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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庆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委员（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车 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陈 方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陈 旻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陈能成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程 晓 教授 中山大学

邓 敏 教授 中南大学

董金玮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董卫华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杜培军 教授 南京大学

杜世宏 教授 北京大学

段洪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方乐缘 教授 湖南大学

冯 炼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冯永玖 教授 同济大学

关庆锋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郭庆华 教授 北京大学

何彬彬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侯妙乐 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

胡斯勒图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7

会议手册
2025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委会学术会议

黄春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黄华国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黄健熙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黄 舟 教授 北京大学

高连如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李爱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李 军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振洪 教授 长安大学

李志伟 教授 中南大学

刘良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刘小平 教授 中山大学

龙 笛 教授 清华大学

邵振峰 教授 武汉大学

沈焕锋 教授 武汉大学

秦 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苏奋振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唐伯惠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唐炉亮 教授 武汉大学

王 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王开存 教授 北京大学

王力哲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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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澈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 密 教授 武汉大学

王瑞胜 教授 深圳大学

吴朝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吴 骅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夏桂松 教授 武汉大学

谢 欢 教授 同济大学

邢孟道 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薛 勇 教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杨必胜 教授 武汉大学

杨贵军 教授 长安大学

袁文平 教授 中山大学

岳跃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赵超英 教授 长安大学

张洪艳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张 力 研究员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张立强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张永光 教授 南京大学

钟燕飞 教授 武汉大学

周伟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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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会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

王 华 昆明理工大学 校长

 执行主席

唐伯惠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朱大明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吴顺川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委员：

付 波、李星华、王 琳、吴学群、陈国平、黄 亮、付志涛、李梦华、

陈国坤、陈俊屹、葛中曦、张 震、樊 东、祝新明、朱 柏、刘 旭、

肖卓辉、潘永婷、黄义忠、余其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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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日程安排

一、会议总体议程安排

202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时间 具体安排

09:00-22:00 专家报到（云安会堂一楼）

19:00-21:00 晚餐（贵宾楼三楼大厅）

202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08:30-09:00 领导致辞
王 华 昆明理工大学校长

唐伯惠

云安

会堂

三楼

报告厅

王卫国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09:10-09:35

大会报告

高精度实时智能遥感卫星的关键技术

与研究进展

龚健雅院士 武汉大学
张永军

09:35-10:00

一 带 一 路 灾 害 遥 感 应 急 服 务 平 台

DRS4BR 研制与应用示范

吴立新教授 中南大学

10:00-10:20 茶 歇

10:20-10:45

大会报告

自然资源监测智慧云脑

王力哲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吴立新

云安

会堂

三楼

报告厅

10:45-11:10
多模态遥感大模型研究进展与应用

张永军教授 武汉大学

11:10-11:35
空地三维数据融合与建模

秦荣君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11:35-12:00
倾斜摄影测量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胡翰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12:00-13:0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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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活动安排如有调整，以临时通知为准

202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时间 内 容 地点

14:00-18:30
分论坛

报告

分论坛 1、2、3、4、5、6、9、10、

12、16、17
各分会场

16:00-16:20 茶 歇

16:30-18:30 专委会委员会议 云安会堂 302

19:00-21:00 晚餐（贵宾楼三楼大厅）

2025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时间 内 容 地点

08:30-12:00
分论坛

报告
分论坛 7、8、11、13、14、15 各分会场

10:00-10:20 茶 歇

12:00-12:30 优秀报告颁奖仪式（不含特邀报告） 云安会堂 207

12:30-13:30 自助午餐

2025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会议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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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分论坛安排

 分论坛 1：高分辨率遥感

主席：杜培军

召集人：马磊、郑向涛、朱祺琪、叶粟、方宏、王鹏、叶沅鑫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2（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倪文俭
高分辨率光学立体森林

三维遥感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2 14:15-14:30 叶沅鑫
强对抗干扰下的飞行器

异源景象匹配关键技术
西南交通大学

3 14:30-14:45 王鹏 SAR 图像彩色化：回顾与展望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4 14:45-15:00 马磊
深度学习重塑 OBIA 范式：面向

高分遥感智能解译的路径探索
南京大学

5 15:00-15:15 万一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智能化匹配

技术及应用
武汉大学

6 15:15-15:30 叶粟
探讨遥感深度学习训练样本的

策略性选取问题
浙江大学

学生报告

7 15:30-15:40 张晋博
用于大尺寸遥感影像语义分割

非对称 Mamba-CNN 协作架构
西南交通大学

8 15:40-15:50 岳鹏

基于通道与空间注意力耦合

ConvLSTM 的城市建筑物变化

检测方法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

9 15:50-16:00 邱晓琼
包头市大气氟化物浓度精准监

测及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

10 16:00-16:10 唐腾峰
基于模态重构和特征扰动学习

的多模态图像匹配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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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2：热红外遥感

主席：吴骅

召集人：占文凤、曹彪、王猛猛、罗小波、任华忠、赵伟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占文凤
城市热岛对人群致死率的

辩证影响
南京大学

2 14:15-14:30 曹彪
热红外核驱动模型及其

全球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3 14:30-14:45 王猛猛
融合物理机理和数据驱动的

Landsat 9 地表温度估算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4 14:45-15:00 卞尊健
考虑热点效应的地表组分温度

遥感反演方法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5 15:00-15:15 陈强

城市地表异质性对热辐射方向

性的影响：从几何结构与

组分温度视角

北京建筑大学

6 15:15-15:30 祝新明
结合时空融合的地表温度

空间降尺度
昆明理工大学

7 15:30-15:45 任华忠
宽波段对温度反演的影响及

初步校正方法
北京大学

8 15:45-16:00 赵伟
西南山地地表温度时空无缝

监测与分析

中国科学院、水

利部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

9 16:00-16:15 赵飞
低纬高原城市热环境时空模式

及人类活动影响
云南大学

学生报告

10 16:15-16:25 桑新广
山地城市热辐射分析性

模型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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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3：高光谱遥感

主席：高连如

召集人：袁强强、石茜、曹相湧、王青旺、明冬萍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6:30-16:45 彭江军
超越低秩：基于调整核范数的

矩阵恢复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2 16:45-17:00 段普宏
目标特性引导的高光谱

图像检测
湖南大学

3 17:00-17:15 张文娟
ARSGaussian：光学遥感多角度

数据智能生成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4 17:15-17:30 韩竹
高光谱图像自编码网络混合

像元分解方法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

5 17:30-17:45 邓阳君
张量空间高光谱图像降维与

分类方法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学生报告

6 17:45-17:55 贺雅卿
国产高光谱卫星辐射

质量提升与评价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7 17:55-18:05 庞立
基于扩散模型的高光谱

图像复原
西安交通大学

8 18:05-18:15 归远楠
基于 SIFANet 的高光谱遥感

影像分类方法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9 18:15-18:25 张微雨
利用Stacking-RF模型反演海口

磷矿生态恢复区土壤有机碳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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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4：LiDAR 遥感

主席：王成

召集人：温程璐、毛庆洲、惠振阳、劳洁英、王艳军、沈月千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9（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温程璐 多模态融合鲁棒三维目标感知 厦门大学

2 14:15-14:30 赵江洪

学习判别的通用背景知识：面

向建筑文化遗产的少样本

点云语义分割

北京建筑大学

3 14:30-14:45 张彦丽
一种基于 ICESat-2/ATLAS 的

山区地表高程估算方法
西北师范大学

4 14:45-15:00 王力
地基高光谱激光雷达研制与

应用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5 15:00-15:15 王涛
长时序星载光子激光点云

精度一致性评估与提升研究
西安科技大学

6 15:15-15:30 毛庆洲
高重频长测程激光雷达技术及

“点云中国”应用
武汉大学

7 15:30-15:45 李世华
基于几何形态特征的林木

结构参数激光雷达遥感反演
电子科技大学

8 15:45-16:00 程峰

基于 LiDAR 点云数据的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乔木

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9 16:00-16:15 朱宁宁
森林植被碳储量计算关键

参数分析
成都理工大学

10 16:15-16:30 惠振阳 激光雷达林业遥感研究进展 东华理工大学

11 16:30-16:45 代恒铭
机载激光点云跨模态

处理方法研究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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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45-17:00 张星
基于四足机器人的地下空间

无人自主三维建图
深圳大学

学生报告

13 17:00-17:10 张景
ICESat-2 辅助下的

城市高精环境建模
云南师范大学

14 17:10-17:20 马孙杰
协同 ICESat-2、LandSat-8 与环

境因子的森林地上生物量估算
云南大学

15 17:20-17:30 张旭
点云与图像同步扫描测量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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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5：雷达遥感

主席：李志伟

召集人：赵超英、张路、张磊、陈宇、曹云梦、翟广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7（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赵超英

（特邀报告）

多源遥感滑坡大梯度三维形变

监测研究
长安大学

2 14:15-14:30 张磊
时序 InSAR滑坡隐患识别中的

地形残差问题与改正策略
同济大学

3 14:30-14:45 张路
一种面向大梯度形变测量的

极化 SAR偏移量追踪方法
武汉大学

4 14:45-15:00 翟广
美国德州 Delaware盆地

诱发地震机理研究
武汉大学

5 15:00-15:15 陈宇
煤炭资源型区域地质生态遥感

监测方法与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

6 15:15-15:30 杨泽发
模型-数据混合驱动的 InSAR

时序形变预测方法
中南大学

7 15:30-15:45 杨梦诗

城市场景 InSAR点目标三维定

位：多轨道处理与 ETAD
开放数据改正

云南大学

8 15:45-16:00 时洪涛
合成孔径雷达高分辨率

土壤湿度探测与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

9 16:00-16:15 管冬冬

基于目标散射特征和

CycleGAN的 SAR
车辆数据生成

火箭军工程大学

10 16:15-16:30 王舜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InSAR
地表形变监测：挑战与对策

南阳师范学院

学生报告

11 16:30-16:40 蔡建澳
基于多源 SBAS-InSAR的

蠕滑型滑坡检测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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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40-16:50 李婉婷
全球主要沿海城市长时序

地面沉降数据集制作
深圳大学

13 16:50-17:00 娄建起

利用 InSAR和 NMF技术揭示

西班牙 Emma露天煤矿的

两阶段变形机制

长安大学

14 17:00-17:10 严明
InSAR技术用于嘉黎断裂

三维运动研究
长安大学

15 17:10-17:20 赵灏琳

基于 DS-InSAR与

SBAS-InSAR技术的西店湾海

底隧道形变监测及

温度相关性分析

长安大学

16 17:20-17:30 聂韩

PromptMID：融合扩散模型与

视觉基础模型的光学-SAR
图像模态不变匹配方法

武汉大学

17 17:30-17:40 李光荣

基于多轨道 Sentinel-1数据的

挖山造城区域地表高程变化和

三维形变反演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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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6：倾斜摄影与实景三维

主席：朱庆

召集人：胡翰、张力、王伟玺、付志涛、李梦华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3（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胡翰
几何图像可微渲染真实感

三维重建方法
西南交通大学

2 14:15-14:30 洪中华
融合激光与高分立体测绘

卫星影像的高精度测图
上海海洋大学

3 14:30-14:45 李世明

流域级水利数字孪生的多源遥

感协同：数据融合、三维重建

与潜在病害诊断

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

4 14:45-15:00 王庆栋
几何先验引导的大场景高斯

辐射场构建方法研究

中国测绘科学

研究院

5 15:00-15:15 胡忠文
实景三维解译与自然资源监测

应用初探
深圳大学

6 15:15-15:30 代文
多源数据协同的地形级

实景三维建模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7 15:30-15:45 刘欣怡
多源遥感数据实景三维建模

技术研究
武汉大学

8 15:45-16:00 张云生
基础模型驱动的点云语义分类

方法
中南大学

9 16:00-16:15 董友强
实景三维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

活化利用
北京建筑大学

10 16:15-16:30 袁瑞

从 NeRF到 3D Gaussian
Splatting：面向弱纹理区域与

目标场景的重建方法进展

深圳大学

11 16:30-16:45 常兵涛
输电走廊机载激光雷达点云

全要素建模与应用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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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45-17:00 杨恒

基于数字孪生的钢铁冶金重大

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关键技术

及应用

中冶武勘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3 17:00-17:15 姜三 全景影像三维建图与视觉定位 深圳大学

14 17:15-17:30 肖雄武 实时摄影测量与智能化三维

测图研究及应用
武汉大学

学生报告

15 17:30-17:40 陈建

融合单目深度先验与 3D高斯

泼溅的景德镇历史街区场景

三维重建方法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

16 17:40-17:50 姜莹

顾及不规则振动补偿的隧道检

测系统 LiDAR-相机外参

自标定方法

西南交通大学

17 17:50-18:00 喻江学
3DGS辅助的空-地过渡视角

渲染与特征匹配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8 18:00-18:10 郭威
基于地形差异感知的高精度

多视角卫星影像地表高度估计
西南交通大学

19 18:10-18:20 王腾飞
基于 3D Gaussian Splatting的

地理场景应用方法研究
武汉大学

20 18:20-18:30 王辉
空-地影像特征匹配方法评估

及其实景三维应用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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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7：行星摄影测量与遥感

主席：冯永玖

召集人：叶真、黄荣、李媛、刘斌、徐聿升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胡国平 嫦娥六号登陆点热流初步结果 中山大学

2 08:45-09:00 叶真
多源遥感联合的月球南极

形貌测图方法
同济大学

3 09:00-09:15 柳钮滔
天问一号超宽带探地雷达

火星正切损耗反演
复旦大学

4 09:15-09:30 王超
月壤性质遥感探测及模拟物

制备研究
同济大学

5 09:30-09:45 李媛
高空间分辨率面阵单光子

激光雷达数据压缩与深度成像
中山大学

6 09:45-10:00 黄荣
火星智能三维形貌重建与

解译方法及巡视探测应用
同济大学

学生报告

7 10:00-10:10 唐盼丽
基于多源遥感的月球南极

撞击坑浅表层物理温度模拟
同济大学

8 10:10-10:20 王禹皓
火星石块多尺度智能化提取与

丰度识别方法
同济大学

9 10:20-10:30 王蓉
基于多决策智能体建模的

火星着陆点遴选方法
同济大学

10 10:30-10:40 焦雷蕾

从分异到关联：火星表面形貌特

征与含水矿物的

空间关系研究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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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8：农业遥感

主席：杨贵军、黄健熙

召集人：程涛、彭代亮、苏伟、徐保东、陈磊、郑钰鹏、苗双喜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6（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苏伟
基于多源数据的玉米干旱

节律遥感监测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2 08:45-09:00 姚凌 多模态地理大模型研发进展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3 09:00-09:15 李振海 作物产量及品质遥感预测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4 09:15-09:30 李贺丽
冠层垂向异质性定量遥感研究

及作物监测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信息技术

研究中心

5 09:30-09:45 程金鹏
基于先验知识和无人机遥感的

作物表型参数反演
河南农业大学

6 09:45-10:00 崔要奎
灌溉农田蒸散发精细化

遥感监测
北京大学

7 10:00-10:15 苗双喜 多云多雨地区水稻识别方法 中国农业大学

8 10:15-10:30 赵钰
耦合遥感数据和 DSSAT模型和

冬小麦氮素推荐施肥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9 10:30-10:45 马雨阳
基于尺度转换误差和像素级

影像合成的时空融合方法
成都理工大学

10 10:45-11:00 徐录
基于地学主题场景划分的

耕地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1 11:00-11:15 张翔
高精度多层土壤水分

降尺度校正方法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2 11:15-11:30 邱枫
农业遥感卫星影像

智能算法介绍

武汉中科云纳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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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报告

13 11:30-11:40 张志伟
面向不规则梯田的

地块提取方法研究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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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9：山地遥感

主席：李爱农

召集人：何涛、闻建光、邵怀勇、边金虎、黄亮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9（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7:40-17:55 黄亮
高原山区耕地遥感智能解译与动

态变化监测研究
昆明理工大学

2 17:55-18:10 樊东
基于 Sentinel-1 SAR数据的

山区土壤水分遥感反演方法
昆明理工大学

学生报告

3 18:10-18:20 张铈野
基于 SRP模型的太行山区生态

脆弱性评价与驱动因素分析
河南理工大学

4 18:20-18:30 薛梦婷

基于集成策略多目标粒子群

优化的复杂山区遥感图像

增强研究

西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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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0：热带亚热带遥感

主席：吴立新

召集人：张鸿生、孙根云、王雷光、祝新明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贾明明
中国红树林群落及树高

空间格局研究

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

2 14:15-14:30 黄晓娟
高空间分辨率植被生产力

算法及产品
成都理工大学

3 14:30-14:45 王威

基于多尺度时空信息和多层

渐进式 LGBM模型的 MAIAC
AOD缺失值重建

中南大学

4 14:45-15:00 刘志卫
复杂森林场景下双站 X波段

InSAR林下地形测绘方法研究

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

学生报告

5 15:00-15:10 孟昕润
融合多源卫星测高数据的长江

流域水表坡度提取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6 15:10-15:20 谭逸伦
基于神经网络的分块区域 SAR

影像配准方法
中南大学

7 15:20-15:30 冉光泰
贡嘎山冰川退缩区无人机监测

与森林树冠提取

中国科学院、水

利部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

8 15:30-15:40 李成祥
基于先验信息约束的植被稀疏

区滑坡智能提取研究
中南大学

9 15:40-15:50 陈岸
生态工程驱动下的金沙江流域

（云南段）植被恢复与成效评估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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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1：低空遥感

主席：唐炉亮

召集人：董震、陈洋、洪亮、陈俊屹、葛中曦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0:50-11:05 唐炉亮

（特邀报告）

基于低空遥感的流域安全

监测技术与装备
武汉大学

2 11:05-11:20 邵振峰

（特邀报告）

面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低空无

人机影像智能识别和监测方法
武汉大学

3 11:20-11:35 黄吴蒙
全时全域无人机遥感网

在电力全场景应用

广州中科云图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4 11:35-11:50 唐菲菲
优化蚁群算法的植被密集区

无人机载 LiDAR航线规划方法
重庆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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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2：大气云特性和辐射平衡遥感

主席：胡斯勒图

召集人：王伦澈、黄广辉、李四维、唐文君、吕宁、汪冬冬、樊东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6:00-16:15 胡斯勒图

（特邀报告）

静止卫星云特性和

地表辐射遥感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2 16:15-16:30 杜永明
热红外多角度遥感与地表上行

长波辐射估算的改进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3 16:30-16:45 陶明辉
适用于国产载荷的统一

通用气溶胶业务化反演框架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4 16:45-17:00 唐文君 全球地表太阳辐射产品研制
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

5 17:00-17:15 卞尊健
非均质行结构地表上行

长波辐射半球估算方法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6 17:15-17:30 黄广辉
对卫星遥感估算地表

短波辐射的几点思考
兰州大学

7 17:30-17:45 杨洁
被动探测水云垂直结构的

氧 A带方法探究
武汉大学

8 17:45-18:00 易洋
温/湿激光雷达技术现状

及其在云观测中的应用潜力
武汉大学

学生报告

9 18:00-18:10 扶有镜
太阳辐射在地-气系统中的分

布：再分析产品与观测的差异
兰州大学

10 18:10-18:20 杜江燕
基于 Transformer-LSTM模型

的 PM2.5浓度预测
河南理工大学

11 18:20-18:30 刘文昊

基于WRF-Chem模式的珠江

三角洲地区二氧化碳浓度的

模拟与同化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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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委会学术会议

 分论坛 13：遥感数据智能应用

主席：杜世宏

召集人：余柏蒗、涂伟、李军、毛德华、杨慧、张修远

专题 1：城市遥感与社会感知应用（涂伟、张修远）

专题 2：夜光遥感（余柏蒗、赵飞）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2（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孟庆岩

（特邀报告）

“城市六度空间”遥感——城市

环境遥感的新视角与新体系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2 08:45-09:00 余柏蒗 夜光遥感与城市信息时空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

3 09:00-09:15 杨慧
能源资源开发碳排放

时空过程遥感监测与模拟
中国矿业大学

4 09:15-09:30 周吕

星地 InSAR+BDS助力轨道

交通基础设施高时空分辨率

安全监测

桂林理工大学

5 09:30-09:45 张云菲
基于多平台遥感数据的

道路网及路面裂缝提取
长沙理工大学

6 09:45-10:00 王少华
空间数据智能大模型

研究进展及挑战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7 10:00-10:15 郑智嘉
面向 SDG 15.3的全球 30米

沙丘地智能分类与应用
福州大学

8 10:15-10:30 李恒凯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品位边界

预测与氨氮污染立体风险评估
江西理工大学

9 10:30-10:45 黄华兵
协同多源遥感数据的多尺度

建筑高度估算
中山大学

10 10:45-11:00 刘少阳
SDGSAT-1卫星夜光遥感数据

处理及应用
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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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报告

11 11:00-11:10 白璐斌
遥感-OSM矢量耦合的城市

场景综合理解与表达
北京大学

12 11:10-11:20 宫文康

多模态时空信息融合的中国沿

海城市月度工业总产值估算—
基于频率直方图建模的

深度学习框架

华东师范大学

13 11:20-11:30 张凯翔
基于改进 DCSwin网络的城市

贫民窟遥感智能识别方法
河南理工大学

14 11:30-11:40 张星怡

基于鸟类调查与夜间灯光遥感

数据的高原湿地人为扰动与

鸟类群落时空变化分析

云南大学

15 11:40-11:50 王雨辰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湖滨土地覆

盖及湖滨利用类型的时空评价
中国科学院大学

16 11:50-12:00 张徐
基于 TSLIC的东淀蓄滞洪区

洪水演进模拟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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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委会学术会议

 分论坛 13：遥感数据智能应用

主席：杜世宏

召集人：余柏蒗、涂伟、李军、毛德华、杨慧、张修远

专题 3：生态遥感（杨慧、白开旭）

专题 4：灾害与矿区遥感（张永红、李军、肖武、廉旭刚）

专题 5：湿地遥感（毛德华、洪亮）

专题 6：城市与水环境遥感（罗毅、周亮、姜朋辉）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9（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罗毅 城镇化加速了湖泊变暖 云南师范大学

2 08:45-09:00 周亮
山地城市梯度增长的

生态灾害影响
兰州交通大学

3 09:00-09:15 廉旭刚
空地协同多源遥感矿区乔木地

上生物量监测方法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4 09:15-09:30 张永红
InSAR技术及矿区安全

监测应用

中国测绘科学研

究院

5 09:30-09:45 宇洁
基于多源遥感的非点源污染

监测及其水生态影响评估
同济大学

6 09:45-10:00 肖武
全球露天矿业开发土地损毁的

时序分析与光伏部署潜力评估
浙江大学

7 10:00-10:15 孙飞

视觉注意机制下的智能遥感

解译在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

中的应用

黄冈师范学院

8 10:15-10:30 滕佳昆
基于雷达数据洪泛湿地水文连

通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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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30-10:45 闫兆进

顾及 SRP模型与博弈论组合赋

权的区域生态脆弱性

综合评价方法

中国矿业大学

10 10:45-11:00 黄端

典型植被最大光能利用率的变

化规律及对 GPP遥感

模拟作用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学生报告

11 11:00-11:10 章涛

标准化大尺度岩性填图路径探

索：多图幅地质图重构与自动样

本驱动的智能遥感方法

云南大学

12 11:10-11:20 李俣城

露天矿区植被扰动与恢复检测：

三种长时间序列模型的

适用性综合评估

云南师范大学

13 11:20-11:30 朱静瑶
黄河流域中下游生态系统服务

时空格局演变及权衡作用分析
河南理工大学

14 11:30-11:40 周鹏翔
基于综合遥感技术的滑坡

全过程智能识别
长安大学

15 11:40-11:50 马倩倩
全球地上生物量时间序列

产品：多视角比较分析
河南理工大学

16 11:50-12:00 李茂曈

基于CNN transformer模型的滑

坡易发性评价分析——
以四川省泸定县为例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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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委会学术会议

 分论坛 14：云计算与时空大数据

主席：刘小平、关庆锋

召集人：姚尧、梁迅、夏吉喆、李少英、罗明、廖威林

专题 1：城市感知大数据分析（李少英、曹峥、林锦耀）

专题 2：全球变化与自然灾害大数据分析（罗明、廖威林）

专题 3：健康城市与时空计算（夏吉喆、桂志鹏）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3（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应申 车路云高精动态地图 武汉大学

2 08:45-09:00 诸云强
时空知识图谱构建关键技术

与软件系统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3 09:00-09:15 李少英
交通碳减排：轨迹大数据驱动出

行模式转换潜力评估
广州大学

4 09:15-09:30 罗明
全球典型极端事件的移动与

急转变化
中山大学

5 09:30-09:45 廖威林
全球城市三维特征反演

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
中山大学

6 09:45-10:00 李东
云南省自然资源数字化

治理体系建设

云南省自然

资源厅

7 10:00-10:15 梁迅

大尺度精细植被类型分布推测

及植被碳储量估算：一种基于多

级邻域的数据合成修复方法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8 10:15-10:30 徐冰
呼吸道症候群病毒谱流行过程

与环境暴露因素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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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30-10:45 林锦乐
5分钟社会救援圈与地理时空技

术融合探索

深圳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宝安区应

急医疗救援培训

中心

10 10:45-11:00 成路肖
基于 SVIs的城市街区综合

活力量化与分析
湖北工业大学

学生报告

11 11:00-11:10 晏歌
城市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测度

下地上生物量分布规律研究
河南大学

12 11:10-11:20 王耀东
基于 NBS路径的湖北省城镇碳

差额模拟及碳中和潜力预测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3 11:20-11:30 宋延弟
从街景看乡村：中国乡村环境主

观感知的大规模智能评估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4 11:30-11:40 曾城泷
“土地-人口-经济”城市群空间协

同模拟与多情景未来预测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5 11:40-11:50 张傲博

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机制

分析与政策阈值识别： 以珠三

角城市群为例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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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5：人工智能与遥感

主席：张立强、谭琨

召集人：程塨、赵文智、张振鑫、王跃宾、王群明

专题 1：空天信息智能处理与应用（王雪、于浩洋、马爱龙、李杰）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5（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李慧芳

视觉认知启发的遥感目标完形

补全方法——超越模态的遥感

推理

武汉大学

2 08:45-09:00 洪亮
高原山区森林类型遥感

分类方法
云南师范大学

3 09:00-09:15 于浩洋
面向滨海湿地的多源遥感

智能解译方法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4 09:15-09:30 王雪
面向大场景航空高光谱遥感

影像的 T-C混合解译框架
华东师范大学

5 09:30-09:45 陈璟洲
多源遥感影像中层级多粒度目

标识别方法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6 09:45-10:00 于博
基于多源异构遥感数据的

跨域滑坡遥感信息提取

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国际研究中心

7 10:00-10:15 代文
地貌知识与数据融合驱动的

地形建模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8 10:15-10:30 牛超
多源高光谱影像精确辐射

校正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9 10:30-10:45 欧德品
基于空天遥感数据的

土壤成分含量智能反演研究

应急管理部国家

自然灾害防治

研究院

10 10:45-11:00 赵维恒
基于双重关系的多边遥感影像

语义分割网络模型
火箭军工程大学

11 11:00-11:15 宋文平
条状目标高精度质心与

端点定位优化算法

信息支援部队工

程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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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报告

12 11:15-11:25 何冰
面向遥感目标检测的

脑电眼动同步数据集及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13 11:25-11:35 张昊迪

基于多模态胶囊网络的 OPT与

SAR影像融合技术

在土地覆盖分类中的应用

信息工程大学

14 11:35-11:45 张华剑
基于注意力机制增强的历史

全景街景影像语义理解方法
北京建筑大学

15 11:45-11:55 娄黔方
堤防几何特征的光学遥感

智能提取方法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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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5：人工智能与遥感

主席：张立强、谭琨

召集人：程塨、赵文智、张振鑫、王跃宾、王群明

专题 2：多源遥感智能感知与理解（潘尔婷、庄庆威、刘山洪）

日期：2025 年 7 月 30 日上午 会场：云安会堂 207（PPT 比例 16:9）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08:30-08:45 袁强强
多模态遥感信息机器学习融合

反演与应用
武汉大学

2 08:45-09:00 柳思聪
火星横向风成脊的自动提取与

多源遥感分析
同济大学

3 09:00-09:15 陈跃红
边缘增强 SAM的光伏电场

遥感识别方法
河海大学

4 09:15-09:30 张王菲
森林结构参数 SAR估测技术及

不确定性分析
西南林业大学

5 09:30-09:45 潘尔婷
面向高质量数据增强的高光谱

遥感图像复原与生成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

6 09:45-10:00 陈伟
耦合偏振与光强信息的多模态

语义分割方法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7 10:00-10:15 姚国标
无人机大倾角影像和卫星

正射影像稳健匹配及定位
山东建筑大学

8 10:15-10:30 余美

结合 LoFTR与几何语义一致性

约束的低空无人机

影像特征匹配

东华理工大学

9 10:30-10:45 庄庆威
森林之外树木高分辨率遥感

提取与碳储量估算研究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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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报告

10 10:45-10:55 张雨

大尺度复杂矿化场景下基于动

态协同样本优选和多模式解析

的成矿远景制图方法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1 10:55-11:05 梁秀娟
基于旋转不变性与特征聚合的

点云语义分割
河南理工大学

12 11:05-11:15 李燕

基于因果驱动特征选择与高维

特征机器学习的全球地热热流

图更新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3 11:15-11:25 王毅

基于空谱协同的高空间分辨率

影像集中式光伏板

精细识别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14 11:25-11:35 邓娜

基于状态空间建模与全向选择

性扫描机制的遥感图像

去噪网络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15 11:35-11:45 陈兵媛
基于多源卫星数据的堤防

遥感识别方法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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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6：国产遥感信息平台与技术

主席：王力哲

召集人：谢俊峰、周纪、贾明明、冯如意、赵志芳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6（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4:00-14:15 周纪

基于 FY-4静止气象卫星的青藏

高原全天候地表温度重建

与近实时反演

电子科技大学

2 14:15-14:30 赵志芳
东南亚自然资源监测

国产遥感应用进展
云南大学

3 14:30-14:45 贾明明

基于 SDGSAT-1卫星微光数据

的中国滨海夜间灯光类型

分类研究

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

4 14:45-15:00 晏星
基于国产芯片的卫星在轨大气

异常即时遥感算法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5 15:00-15:15 郗延彪
北方森林树种多样性时空变化

及驱动机制

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

6 15:15-15:30 胡国平
基于嫦娥二号微波亮温数据的

月表浅层结构反演研究
中山大学

7 15:30-15:45 张爱竹
GF5高光谱遥感影像增强与

分类方法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8 15:45-16:00 陈琪

基于 Landsat-8、ASTER多光谱

和国产 ZY1-02D高光谱数据协

同的缅甸地区金矿找矿研究

云南大学

9 16:00-16:15 龚亚丽
中国陆地观测卫星数据服务

平台与应用

中国资源卫星

应用中心

10 16:15-16:30 段济开

基于 FY-4A卫星观测和模式模

拟的 1km逐小时全天候

地表温度估算方法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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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6:30-16:45 向俞明

众源数据辅助的国产 SAR影像

控制点自动提取与

校正方法研究

同济大学

12 16:45-17:00 阎继宁
“地质一号”高光谱遥感小卫星

地面应用系统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学生报告

13 17:00-17:10 郭依青
国产 GF-4卫星海上运动舰船

检测与跟踪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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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17：航测创新发展合作联盟会议暨产业发展论坛

主席：刘楠

召集人：于寿法、邱红军、宋海鹏、阴朋、孙东辰

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下午 会场：云安会堂 306（PPT 比例 4:3）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单位

专家报告

1 17:20-17:35 刘楠 海克斯康地理空间产品介绍

海克斯康测绘与

地理信息系统

（青岛）

有限公司

2 17:35-17:50 雷顿-霍布斯
徕卡航测测量系统的新产品

新技术

海克斯康测绘与

地理信息系统

（青岛）

有限公司

3 17:50-18:05 彭清山
城市天空低遥感监测网络建设

与应用

武汉市测绘

研究院

4 18:05-18:20 李照永
基于三维激光扫描（RTC360）
的机场道面板角高程测绘方法

昆明市测绘

研究院

5 18:20-18:35 刘阳
航空混合传感器三维建模

新突破

海克斯康测绘与

地理信息系统

（青岛）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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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议服务信息

一、报到事宜

报到时间：2025 年 7 月 28 日 09:00-22:00，7 月 29 日 09:00-12:00

报到地点：昆明云安会都酒店云安会堂大厅（昆明市西山区昆安公路马街）

报到联系人：昆明理工大学，何志伟，18302537032

会议酒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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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指引

公共交通路线推荐：

1、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昆明云安会都酒店（乘坐地铁）：

地铁 6 号线 机场中心→东部汽车站，换乘地铁 3 号线 东部汽车站→

大渔路站 B 口出，全程约 1 小时 15 分钟，费用约 8 元。

2、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昆明云安会都酒店（打车）：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B3 层停车场乘车→昆明云安会都酒店，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80 元。

3、昆明南火车站—昆明云安会都酒店（乘坐地铁）：

地铁 1 号线 昆明南火车站→环城南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 环城南路

站→东风广场站，换乘地铁 3 号线 东风广场站→大渔路站 B 口出，全程约

1 小时 50 分钟，费用约 8 元。

4、昆明南火车站—昆明云安会都酒店（打车）：

昆明南火车站西广场东南侧乘车→昆明云安会都酒店，全程约 45 分钟，

费用约 80 元。

昆明地铁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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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定量遥感重点实验室（筹）简介

云南省定量遥感重点实验室（筹）成立于 2024 年，瞄准国内外定量

遥感研究前沿，针对云南高原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景观破碎等特点，

重点解决复杂环境下遥感机理建模、定量反演、智慧服务等瓶颈问题，致

力于提供高精度、定量化科学数据和战略信息，服务云南自然资源监测、

粮食安全、国土规划、生态评价、灾害预测、边境安全等领域，支撑云南

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大需求。

实验室围绕高原山地定量遥感信息获取与成像机理、高原山地定量遥

感信息质量控制技术、高原山地定量遥感信息智慧服务三个方向开展研究，

解决山地复杂环境下遥感定量反演与应用中的瓶颈问题，构建“机理研究-

质量控制-智慧服务”全链路体系，引领高原山地定量遥感研究前沿。

实验室由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大理州智

慧洱海监管指挥中心共建，有效整合了“云南省教育厅高原遥感重点实验

室”“洱海流域高原遥感创新研究科技小院”和“高原遥感野外综合实验

站”，在基础理论研究、野外观测数据获取、创新应用示范等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

实验室由教育部长江学者、云南省云岭学者唐伯惠教授担任主任。团

队成员包括云岭产业领军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教学名师、“兴

滇英才”等 37 人。旨在发展高原山地全波段定量遥感辐射传输理论、创新

复杂环境下遥感信息定量化提取方法、促进云南省遥感信息产业化的跨越

式发展、建成国内一流定量遥感重点实验室，培养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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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山地灾害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

国际联合实验室简介
云南省山地灾害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于 2024

年，以山地灾害隐患识别和智慧监测为核心，打造一个国际化合作平台，

推动山地灾害监测、预防和应对能力的提升，为保障我国南下太平洋和西

出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技术支撑。

实验室围绕山区致灾地表关键要素遥感定量反演、高山峡谷区 InSAR

地表形变高精度提取、高山峡谷区重力侵蚀关键影响因子高精度提取、综

合多源遥感数据的地质灾害隐患易发性模型构建四个方向开展研究。通过

整合天、空和地面监测技术，实现云南省乃至南亚东南亚地区山地灾害治

理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实验室由昆明理工大学、马来亚大学联合共建。双方开展了广泛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在山地灾害滑坡可视化、陆表过程计算机模拟研究与人才

培养等方面具有长期的合作基础。

实验室由教育部长江学者、云南省云岭学者唐伯惠教授担任主任。现

有固定人员 41 人，其中国家级人才 1 人，省部级人才 9 人；高级职称 22

人，中级职称 16 人；45 岁以下 29 人。实验室旨在提升云南省及东南亚

地区山地灾害监测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广智慧监测技术在山

地灾害预防、减灾和救援等方面应用，提升山地灾害管理水平；建立国际

合作网络，吸引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推动山地灾害监测领域人才队伍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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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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