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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遥感技术及应用”专栏导读

 

　　随着全球多个导航卫星系统的协同运行，  以及搭载

GNSS-R接收机的TechDemoSat-1、 CYGNSS、 捕风一号A/B、

 风云三号E/F/G、 “吉林一号”宽幅01B/01C卫星、 天目星座等微

小卫星的不断发射与运行， 星/地GNSS反射测量(GNSS-R)技
术的出现进一步将GNSS遥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应用场

景和研究方向不断涌现， GNSS遥感技术将在未来具有更加广

阔的创新空间和应用前景.
　　为了汇集GNSS遥感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技术创新和应

用案例， 《全球定位系统》期刊推出“GNSS遥感技术及应用”
专栏， 邀请专家学者、 科研人员分享GNSS遥感理论与方法及

其在陆地、 海洋、 大气圈、 水圈和冰冻圈等遥感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 应用进展， 并探讨GNSS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 所有论

文严格按照《全球定位系统》编辑部审稿流程和审稿要求进

行了评审， 最终录用11篇论文呈现给读者.
　　感谢《全球定位系统》编辑部的精心策划，   以及各位参

与稿件评审的专家学者的辛勤付出， 期待本期“GNSS遥感技

术及应用”专栏的专业技术探讨能为广大读者带来启迪与思

考， 对北斗应用领域的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此，特向每一位关心和支持专栏的作者朋友致以诚挚

的感谢！也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5年4月23日

　　张双成，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安

大学地学与卫星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

任. 2009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2013年

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目

前主要从事双碳目标下对地观测技术

研究及应用工作.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题、陕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30余项，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80余篇，其中

SCI论文40余篇 . 现为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测绘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测绘学会地质灾害与测绘专业

委员会委员；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Remote  Sensing》《GPS  Solutions》

《测绘学报》等多个期刊审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