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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旱灾害监测是遥感水利应用开展最早的领域之一。水利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自 1980年代开始开展防汛

遥感试验，1990年代开展旱情遥感监测方法研究。经过近 40年不懈探索，逐步解决了软件、数据、模型与方法

等问题，建立了水旱灾害遥感监测系统，初步实现了水旱灾害遥感监测业务化。本文对遥感中心水旱灾害监测技

术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水旱灾害遥感监测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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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0年，水利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建立是我国水利遥感拉开序幕的标志。

我国洪涝灾害频繁，洪涝灾害监测也是我国最早开展水利遥感应用的领域之一。1987年中心会同中

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国家气象局在永定河下游、黄河下游、长江荆江段、洞庭湖区、淮河干流

开展了“防汛遥感应用实验”，相关研究成果在 1991年中国东部特大洪水监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由

于灾害监测的时效性要求很高，中心在“八五”和“九五”期间又会同中国科学院、国家遥感中心航空

遥感一部等单位成功研制了“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可准实时地滚动显示和打印洪涝遥感图像。

该成果被列为“八五”科技攻关十大世界领先成果，在 1994、1995、1998、2003年的特大洪水监测中

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199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随着遥感技术发展，水利遥感应用领域进一步扩

展，旱情遥感监测逐步开展。在“九五”科技攻关“旱灾监测与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建立与试运行”专

题研究中，分析研究了多种干旱宏观监测方法，建立了基于 NOAA/AVHRR 数据的旱情遥感监测系

统。基于 NOAA/AVHRR 和 MODIS等数据，对我国境内发生的重大干旱进行了遥感动态监测。2010
年至今，随着高分重大专项实施，水利遥感朝着业务化应用方向发展，水旱灾害遥感监测遥感应用

初步实现业务化。每年汛期，依托 GF-3、RadarSat-2、COSMO-SkyMed 等多种雷达卫星和 GF1、
GF2、BJ2等光学卫星等多源遥感数据，可在 1 ~ 3 d对境内洪涝灾害开展应急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

时上报国家防办。在干旱监测方面，中心依托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开展水利部旱情遥

感监测系统建设，目前实现了全国每旬一期旱情遥感监测图，监测成果进入中央抗旱业务系统，为

抗旱工作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2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研究进展

2.1 洪涝灾害遥感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遥感技术对于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与评估具有特殊的优势和

潜力，尤其是对洪涝灾害的监测评估。利用遥感监测评估洪涝灾害在我国已有较长历史，走在了其

它遥感技术应用的前头，为防洪减灾决策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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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1980 年代的防洪遥感试验 早在 1983年，中心就用地球资源卫星的 TM 影像调查了发生在三

江平原挠力河的洪水，成功地获取了受淹面积和河道变化的信息。1984年和 1985年，用极轨气象卫

星分别调查了发生在淮河和辽河的洪水。1987—1990 年，在国家科委组织下，水利部、中国科学

院、国家测绘局、国家气象局和国家遥感中心航空遥感一部等众多部门和单位合作，先后在永定河

下游、黄河下游、长江荆江河段和洞庭湖区以及淮河干流，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遥感应用试验。基

于该试验，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全天候和准实时监测洪水的遥感系统，使国家防汛指挥部门在远离洪

水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之外的指挥部里就可及时了解洪水的现场情况［2-3］。

1991年东部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时，利用该系统曾对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滁河—巢湖流域

以及武汉地区的洪水进行了监测，其中太湖流域与淮河流域的洪水图像还进行了准实时传输，对淮

河流域、太湖流域、滁河—巢湖流域以及安徽、江苏、湖北三省的受灾面积进行了评估［4］。雷达洪水

图像准实时传输到水利部，用于国家防总召开的抗洪救灾会商，发挥了重大作用，效果显著，受到国

务院领导和国家防汛指挥部的高度评价和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1.2 1990年代全天候实时航空遥感系统的研制 继防汛遥感应用试验之后，国家“八五”重大科技

攻关和“863高技术”计划又共同支持了全天候实时航空遥感系统的研制。该项目由国家科委、水利

部、中科院和国家遥感中心航空遥感一部等 4个部门共同组织，1991年 4月启动， 1996年 4月通过国

家验收和鉴定。

该系统的总体设计采用机—星—地模式，由航空遥感平台分系统、雷达实时成像分系统、航空

卫星通信分系统以及地面图像信息处理分系统几部分组成，实现了全天候工作、图像实时（秒级）传

输、应用机动灵活、覆盖面积大以及灾情评估等 5 大功能。该系统在研制期间和研制成功后，于

1994—1996年的汛期连续 3年先后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辽宁、河北 7省区的洪水进行

了实时监测，发挥了重大作用［5］。项目成果被列为我国“八五”攻关十大世界领先水平项目的第一名。

在该项目基础上，“九五”期间，通过进一步的科技攻关，将雷达图像实时传输分辨率由 6 m提高

到 3 m，并且在数据实时压缩、GPS数据与雷达数据的实时复合与传输、系统可靠性及工程化方面做

了许多改进。2003年 10月，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工程化与试运行成果获得中国水科院 2000年度科

技进步应用一等奖，2003年又获得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三等奖。

2.1.3 重大自然灾害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建立 “九五”期间，科技部在 16个国家重中之重科技

攻关项目之一的“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综合应用研究”中，列入“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

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建立”课题，将“水、旱灾害监测与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建立与试运行”作为一

个专题。该专题按业务化和实用化的要求，对水旱灾害监测与评估中仍未解决的关键技术继续进行

科技攻关，主要目标为建立一套的洪涝灾害监测与评估技术规程，使决策指挥调度、监测与评估的

技术流程、数据管理、以及产品与成果的编制、输出和传输等更加标准，令决策、指挥、管理和运

行更加科学和规范。

通过攻关研究，解决了星载和机载洪涝灾害遥感监测的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了软硬件、模

型和方法以及数据的集成，建成了一个可业务化运行的集成系统。系统于 1999年 4月初步建成，并

在 1998、1999年及 2000年开展了业务化试运行，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及通过国家遥感中心向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提供了大量监测服务。1998年，在系统集成工作尚还未完成时就执行了 9次监

测任务，大多在 36 h内完成任务，1999年 4月系统集成之后，处理速度进一步提高，高分辨率卫星

监测评估执行时间均不超过 24 h，而用机载 SAR 的也缩短到 36 h。2000 年随着基础资料条件的完

善，高分辨率卫星监测评估全部在 12 h以内完成［6］。

洪涝灾害监测评估集成系统成果 2001年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并

获得中国水科院 2000年度科技进步应用一等奖以及 2003年度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三等奖。

2.1.4 洪涝灾害监测预报与灾情评估技术 2002年 2月至 2004年 8月，中心承担国家科技部公益研

究专项“洪涝灾害监测、预报与风险管理系统研究”。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洪涝灾害的遥感监测技

术，对基于 SAR 数据的快速纠正和洪涝水体的自动提取技术进行了研究。在利用 Radarsat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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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淮河流域洪水进行遥感监测的应用中，为淮河流域防洪减灾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探讨了

遥感与 GIS在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中的应用，以淮河流域为例，建立了水文学与水力学相结合的洪水

预报模型，并利用遥感技术获取了模型中的部分参数，模型的预报精度达到了防汛指挥调度的要

求。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基于遥感与 GIS的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技术方法，重点研究了洪涝水体空间分

布信息的获取与计算方法、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展布、洪灾损失率的确定与计算方法等。在上述研

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 GIS空间信息格网的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模型，并通过 2003淮河流域洪水蓄

洪区的洪灾损失评估验证了损失评估模型的可行性。该成果 2004年获中国水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年获水利部大禹科技进步二等奖。

2.1.5 高分水利遥感应用示范系统（一期）—洪涝灾害监测 2013—2015年，依托高分水利遥感应用

示范系统（一期）—水旱灾害监测子系统科研和示范应用项目，开展了针对我国自主高分系列卫星数

据的洪涝灾害监测研究。该项目重点针对 GF-3号卫星 SAR影像特点，研发单极化 SAR、双极化 SAR
和全极化 SAR数据的水体自动提取方法；利用 DEM等数据，研究影像山体阴影剔除方法，从而提高

了洪涝灾害水体提取的精度［7］；在多时相洪水遥感监测基础上，基于改进变分水平集方法，定量化反

演洪水淹没历时，实现具有时空一致性的洪涝淹没历时专题图制作。

2.2 旱情遥感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干旱现象比较复杂，其遥感监测不像洪涝监测那样直接简单，但

遥感技术以其宏观、快速、动态、经济等特点，是干旱监测研究的有效重要手段。

中心于 1990年代初，在河南、山东和吉林就开始了旱情遥感监测的试验研究，利用 ERS、JERS
以及机载 SAR图像在山东莱阳、招远等地进行三同步土壤水分监测试验研究。在“九五”科技攻关“旱

灾监测与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建立与试运行”专题研究中，分析研究了多种干旱宏观监测方法，建立

了基于 NOAA/AVHRR数据的旱情遥感监测系统。

2001年起，中心承担了国家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项目“旱情遥感监测实用方法与业务化实验研

究”，在系统分析当前国内外干旱遥感监测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现有模型方法的

优势与不足，提出了改进的旱情遥感监测模型［8-10］。通过在黑龙江省进行的试验研究，建立了旱情遥

感监测信息系统以及基于新安江水文模型的墒情预报系统和网络信息发布系统。该项成果在理论方

法以及系统集成方面具有突破和创新，获 2004年度中国水科院科技进步应用二等奖。

从 2003年开始，承担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与社会公益研究专项“水旱灾害遥感监测预警技术体系研

究与建立”项目。重点对旱情遥感监测模型的开发、旱灾评估方法、旱情预测与预警方法等进行了研

究［11］。建立了不同旱情遥感监测数据的预处理和处理方法，提出了夜间遥感图像云识别的新方法，

并开发了基于 BP神经网络和基于水量平衡的土壤墒情预报模型，建立了基于上述模型的土壤墒情预

报方案。该项研究获 2008年度中国水科院科技进步应用一等奖。

2006年起先后完成了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官厅密云水源地安全遥感监测与评估”、水利部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灾难性洪旱回溯模拟及对策评估关键技术研究”、863计划课题“面向服务的区

域河流遥感监测关键技术”等研究任务，对水体面积提取、地表参数反演［12-14］、历史旱情模拟等方法

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干旱指数计算、旱情监测模型研制奠定了基础。

2013年承担了“高分水利遥感应用示范系统（一期）—水旱灾害监测”等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

大专项，对土壤含水量反演、旱情监测产品制作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旱情监测产品生产流程

与规范［15-16］。

2015年起承担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水利部旱情遥感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对数据

自动化处理、数据融合、模型方法、专题分析、技术集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17-19］，在旱情遥感监测业

务化应用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通过近 30年的技术研究，在多源数据处理、旱情指标、监测模型、旱情分析、旱情评估等方面

有所突破，在大范围、宏观旱情监测方法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旱情遥感监测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在旱情评估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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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应用进展

3.1 洪涝灾害遥感监测应用进展 洪涝灾害的遥感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系统在 1999年 4月初步建成，

在 2005、2008、2013、2015、2017年先后 5次进行大的更新，使得其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卫星数据

处理的需要和洪涝应急监测的需求，在 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洪水、2000年西藏易贡山发生特大滑

坡、2003年淮河流域洪水、2008年四川省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黑龙江流域洪

水、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2016年长江中下游洪水、2017年吉林省永吉县特大洪水等一系列的突发

涉水灾害中，该系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该系统开展洪涝灾害应急监测，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以及通过国家遥感中心向国务院办公厅提供了一系列的信息服务。典型应用实例如下。

（1）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心通过卫星遥感与航空遥感相结合，动态

获取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洪涝影像，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送国家防办及相关部门，为防洪救灾提

供重要支撑。其中基于航空遥感的大庆油田油井受淹情况监测成果第一时间送到现场，为油田防洪

和生产调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油田在大灾之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贡献了力量。为此，大庆市委

专门发来了感谢信。

（2）2008年 5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地震诱发了众多崩滑流灾害。部分沿江

河两岸分布的大型滑坡堵塞河道， 形成堰塞湖。中心采用福卫 2、SPOT5、中巴资源卫星、北京 1号

小卫星、ALOS、遥感 1 号、Envisat和 Radarsat等卫星遥感数据，对 35 个大型地震堰塞湖进行了监

测，并对唐家山堰塞湖进行了连续动态监测，监测结果为国家防办地震堰塞湖科学处置与减灾决策

提供了科学依据。

（3）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 Ms7.1级地震。为了及时了解地震对当地水

利工程造成的影响，中心利用灾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结合震前北京一号小卫星、SPOT正射影像，

对水利工程损毁情况进行了应急监测，并编写监测简报报水利部，得到陈雷部长的批示。

（4）2016汛期，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湖北、安徽等省发生了罕见的暴雨洪涝灾害。中心利

用 BJ-2号、COSMO-SkyMed等遥感数据，对湖北省新洲、童家湖等地区，安徽省安庆市、池州市等

地开展了应急监测，监测结果提交至国家防总办公室，为准确了解灾情提供了数据支持。在这一系

列的应急监测中，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分割的水体识别算法，显著提高了水体监

测的效率和精度，大大缩短了数据处理时间。

（5）2017年 7月 13—14日，吉林省中部地区特别是吉林市出现强降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降雨

导致吉林市境内温德河发生超历史实测记录的特大洪水，吉林市辖区局部地区受灾，永吉县全域全

方位受灾，道路桥梁中断，房屋倒塌，农作物受损严重，部分群众被困。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于 2017年 7月 14日 5点 31分获取了永吉县地区雷达图像，对吉林市市辖区及永吉县境内洪涝灾情进

行了应急遥感监测。监测结果及时提交给水利相关部门，为准确了解淹没范围及救援工作提供了有

力的数据支持［20］。该次监测是利用国产高分三号雷达数据开展洪涝应急监测的典范，为后续进一步

利用高分三号数据开展突发涉水灾害的监测提供了基础。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卫星数据的逐渐增多，洪涝灾害遥感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系统的不断完

善，对洪涝灾害的响应速度逐渐提高，对于我国国产雷达卫星，如高分 3号，可以通过应急响应通道

快速获取灾区影像。另外，产品空间分辨率逐渐提高，最高可达到米级，可以精确识别溃口信息。

未来，随着我国《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不断实施，以及欧空局

哥白尼计划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卫星开始组网观测，将进一步提高全球任一地区的影像覆盖频率。

洪涝灾害遥感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系统也将进一步更新和完善，适应新时代下的洪涝灾害监测高频

次、高精度、快速响应的需求。

3.2 旱情遥感监测应用进展 通过旱情遥感监测技术研究，探讨了旱情指标、旱情指数、监测模

型、技术流程、产品规范等问题，为系统开发及旱情遥感监测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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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与国家气象局合作，利用热惯量法、植被指数距平法、供水指数法和缺水指数法等干

旱宏观监测方法，研发了基于气象卫星 NOAA/AVHRR数据的“旱情遥感监测评估业务运行系统”，从

系统建成始，每当有区域性旱灾时，都进行了宏观旱情监测评估，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报告旱情状况，并通过国家遥感中心向国务院办公厅提供旱情信息服务。

2004年，在旱情遥感监测模型、土壤墒情预报模型研究基础上，开发了“黑龙江省旱情遥感监测

预报系统”，该系统具有逐旬墒情监测、预报和发布的能力，成为利用遥感手段的全国第一个业务化

的省级干旱监测系统。该系统自 2004年投入运行，在黑龙江省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6年，集成旱情遥感监测模型、旱灾评估模型、土壤墒情预测模型等，研发了“全国旱情遥感

监测评估预报系统”。利用该系统对 2006年重庆和四川地区旱情、2010年西南五省干旱、2014年北

方 14省市旱情进行了动态监测。

2016年，在前期旱情遥感监测应用研究基础上，开发了“水利部旱情遥感监测系统”，该系统是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的重要部分，自 2017年起开始系统运行，每年为国家防办提供 30多

期全国和重点区域的旱情监测产品以及典型水体的监测报告［19］。特别是在黑龙江省旱情监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黑龙江省防办每旬提供 1期旱情监测信息。旱情遥感监测技术及应用系统在我国东北

区和华北区进行了应用示范，运行效果良好，对我国旱情遥感监测方面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示范

作用，潜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巨大，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总之，在旱情遥感监测技术研究基础上，逐步解决了软件、数据、模型与方法等问题，实现了

旱情遥感监测业务化应用。今后应综合遥感、气象、水文、农业、生态等因素，结合土地利用、灌

溉条件、水利设施等对农业旱情、城镇干旱缺水、生态干旱等进行监测评估，为国家抗旱减灾提供

重要依据。

4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技术研究展望

经过多年的发展，水旱灾害遥感监测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在防洪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面对防洪抗旱减灾新形势与新要求，水旱灾害遥感监测技术离实用化、业务化的目标还有一

定距离。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全天候、全天时大范围洪涝灾害监测 随着我国国家基础空间设施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卫星发

射升空，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卫星遥感观测能力。当前，基于 Sentinel-1号雷达数据，已经可以实现全

国范围内 12 d的重复观测，部分地区可以实现 6 d的重复观测。未来，利用哨兵系列卫星，结合我国

高分系列卫星，充分利用雷达、光学卫星组网观测，将可以实现我国境内 1 ~ 3 d数据全覆盖，洪涝

遥感监测将从应急，提升到全天候、近全天时的监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获取的海量数据的存储

和快速处理也将是一个研究重点。

4.2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洪涝灾害监测 作为星载卫星的补充，无人机遥感以其迅捷、可以组网观测

等优势，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洪涝灾害应急监测中。针对流域范围内洪涝灾害动态监测与灾情

快速评估的需要，利用长航时无人机+轻小型无人机+系留浮空器平台进行洪水灾前、灾中和灾后动

态监测，获取视频、可见光、SAR 正射影像数据，系留浮空器提供的区域场景连续动态监测数据，

获取淹没范围等洪涝信息，居民地及房屋、道路、耕地等损毁灾情信息，满足实时防洪会商决策需

要，满足小时级洪涝灾害应急响应。

4.3 城市洪涝灾害遥感监测与评估 采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监测技术，建立城市洪涝

灾害多频次、精细化监测体系，快速获取城市淹没面积等数据，结合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经

济社会数据库，获取受淹道路、房屋等受灾体分布信息；基于城市洪涝一体化模拟仿真系统，根据

模拟或遥感获取的淹没水深、淹没范围，计算供水、供电、交通等生命线工程中断历时，建立基于

淹没水深、淹没面积、淹没历时等洪涝灾害特征的城市洪涝灾害评估模型；开展城市洪涝灾害淹没

范围快速影响评估，快速评估损失量，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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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于光学遥感与微波遥感多源数据协同反演的旱情监测技术 基于光学、主动微波、被动微波

等遥感数据，开展多源数据协同反演研究，解决监测产品覆盖范围、分辨率、云层影响等问题；重

点研究多尺度数据融合、多源数据同化等关键技术，以及数据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快速处理技

术，提高定量化遥感反演的水平和精度。

4.5 旱情监测综合模型研究 基于遥感、气象、水文、农业等干旱指数，结合灌溉、作物种植结构

等信息，分析研究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地表覆盖类型、生长季等因素对各干旱指数的影响及相互关

系，并考虑模型模拟结果，建立旱情监测综合模型，将提高模型的适用性、可靠性和实用性。

4.6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业务化应用研究 从业务化和工程化出发研制适用的水旱灾害遥感监测综合

模型，开发水旱灾害监测业务化应用系统，为防洪抗旱管理决策提供可靠的、稳定的、持续的水旱

灾情信息，为防洪抗旱减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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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slab joint waterstop technology of CFRDs

XU Yao，HAO Jutao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ources，Beijing IWHR-KHL Co.，Ltd，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slab joint waterstop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FRD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afety of CFRDs. In this paper，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slab joint waterstop of
CFRDs in the world has been reviewed and analysed，especially the integrated mechanical construction tech⁃
nology and the brush-coated flexible waterstop technology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two new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the conventional waterstop and improv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hole waterstop syste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pressive spalling of con⁃
crete face is the new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slab joint waterstop of high CFRDs. In addition to the mea⁃
sures of soft vertical joint to reduce the compressive strain in the face， the protection coating over the po⁃
tential compressive spalling area is also an effective method， but the essential measures still lies in the
two aspects of controlling deformation compatibility of rockfill itself and also together with concrete face as
well as improving concrete face resistance to the compressive spalling.
Keywords：CFRDs；slab joint waterstop；GB plastic filler；brush-coated flexible water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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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YANG Kun1，2，3，HUANG Shifeng1，2，3，XIN Jingfeng1，2，3，MA Jianwei1，2，3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2.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Beijing 100038，China

3. Research Center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Red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monitori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pplications of remote sensing in wa⁃
ter resources field. Since the 1980s，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Wa⁃
ter Resources has begun to carry out remote sensing experiment of flood control， and researched on
drought monitoring by remote sensing in the 1990s.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some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been solved such as software， data，model and method. Subsequently applic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monitoring by remote sensing， and remote sens⁃
ing monitoring system has been preliminarily put into operation i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This paper re⁃
views the technical research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monitoring in th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p⁃
plication Center， and prospects the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monitoring by re⁃
mote sensing.
Keywords：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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