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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卫星气候数据集是卫星气候研究的基础。在规范卫星气候数据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针对现有基本气候数

据集（FCDR）和专题气候数据集（TCDR）的分类方式，无法反映卫星气候数据特点的问题，认为应将专题气候数据

集进一步划分为单一遥感仪器专题气候数据集、多种遥感仪器融合专题气候数据集及卫星与多源资料融合专题气

候数据集等几类。这种分类方法便于用户更好地了解和使用卫星气候数据。然后，重点围绕基本气候变量和基本

卫星气候变量含义、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规范、国内外主要卫星气候数据生产计划等方面，综述了卫星气候数据集

建设及规范化生产已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卫星气候数据集建设和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展望了卫星气候数据集发展，同时对我国卫星气候数据集建设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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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

威胁，成为当今世界环境外交的热点。对气候变化

趋势的认识，尚无法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缺少有

效数据源是制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之一。

高精度、具有时空一致性和参数协调性的长时间序

列气候参数数据集，对于分析全球气候变化、驱动

全球及区域气候系统模式至关重要。

卫星可为气候及气候变化预测提供基本观测

依据，其在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卫星气候数据集是卫星气候研究的

基础，但早期的气象卫星资料主要用于定性分析，

定量精度不高，难以满足气候系统科学与应用研究

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卫星资料时间序列的延长和

定量精度的提高，卫星气候数据集的建设和应用越

来越受到重视，其在全球和区域性气候的监测、诊

断和气候变化分析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2]。地球

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国际气象卫星协调委员

会（CGMS）等国际组织都将卫星气候研究作为未

来几年的优先发展计划。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

与世界气象组织（WMO）、CEOS等先后提出一系列

卫星气候观测和数据集生产指导原则[3-5]。这些指导

原则被NOAA、NASA、ESA等空间机构广泛采用，

对卫星气候观测和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起到了规

范和促进作用，推动了卫星气候研究的发展。

2 卫星气候数据集分类

从气候分 析应用的角度，卫星数据可分为环境

数据集 EDR(Environmental Data Records)、临时气

候数据集 ICDR（Interim Climate Data Records）和气

候数据集 CDR（Climate Data Records）。EDR 主要

用于短期环境监测，ICDR用于业务气候监测与服

务，CDR用于长期气候变率与气候变化分析。美国

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

cil)，将卫星气候数据集（CDR）定义为具有足够时

间长度、一致性和连续性，可用于确定气候变率和

气候变化的长时间序列数据[6]。卫星气候数据集具

有长周期、经过检验、文档完整等基本特征。

卫星气候数据集分为基本气候数据集（FCDR）

和专题气候数据集（TCDR）。基本气候数据集（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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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是指经定标、定位处理的卫星观测数据集，可

用于生成具有一定精度和稳定性，支持气候应用研

究的定量遥感产品[6]。FCDR一般包括校正后的辐

亮度，主动遥感仪器的后向散射，无线掩星探测的

弯曲角等。该术语（FCDR）被GCOS采用，可认为

是一个国际通用定义。专题气候数据集（TCDR）是

在基本气候数据集（FCDR）基础上，生成的地球物

理变量数据集。TCDR被许多空间机构采用，可认

为是一个事实标准。

专题气候数据集按照其数据源和生成方法的

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单一遥感仪器专题气候数据

集、多种遥感仪器融合的专题气候数据集、卫星与

多源资料融合形成的专题气候数据集（图1）。单一

遥感仪器专题气候数据集是在长时间序列单一遥

感仪器观测数据基础上生成的气候数据集，例如，

以 NOAA/AVHRR 数据为基础建立的 NDVI 数据

集、以MODIS仪器数据为基础生成的系列遥感产

品数据集等[7-9]，其受仪器本身影响小，时间序列一

致性好，但也存在单一遥感仪器探测能力有限、空

间覆盖不足或时间序列短等问题。

多种遥感仪器融合的专题气候数据集，是以多

种遥感仪器观测资料为基础生成的数据集，其包含

多种遥感仪器的时间融合和空间融合（如 ISCCP数

据集等）。多种遥感仪器融合可综合利用不同仪器

的优势，不仅有助于提高探测能力和产品反演精

度，而且还可提高数据集的空间覆盖范围和时间序

列长度。但由于不同遥感仪器的探测精度、时空覆

盖范围不同，若处理不当，可能对长时间序列气候

资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卫星与多源资料融合形成的专题气候数据集，

是将卫星遥感资料与其他各种观测资料（包括地基

与空基观测资料等）、数值模式产品相结合，以数据

融合和资料同化等技术为基础生成的数据集。多

种资料融合生成的气候数据集具有时空连续、时间

序列一致性好等特点。但这种方法要以 FCDR或

其他专题数据集为基础，而且受数据融合方法、数

值模式精度和同化技术等影响较大。欧洲中期数

值预报中心（ECMWF）全球再分析资料（简称ERA）

和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CEP/NCAR）全球再分析资料（NRA），结合地面、

探空、卫星等观测资料，并经过了模式的同化，可提

供时空连续的大气、地表参数分析资料，为研究天

气尺度和中尺度系统变化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并能为中尺度数值模式及区域气候模式提供初始

场和边界条件，对于区域及全球的气候变化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13]。

3 基本卫星气候变量

气候变量是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础。从

满足联和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

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需求的

重要程度、全球系统观测的可行性等角度出发，

GCOS在大气、陆地、海洋3个领域分别选定了一些重

要气候变量，共同构成一套基本气候变量（ECV）[14]。

ECV是与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影响有关的地球物

理变量。这些基本气候变量的连续观测和国际交

换对于气候系统监测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表1为

GCOS确定的可在全球范围测量并与“公约”高度相

关的基本气候变量。

图1 专题气候数据集（TCDR）分类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Thematic Climate Data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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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联和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全球气候

观测系统的需求，2004年GCOS发布了“支持UN-

FCCC的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在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执行计划中，GCOS明确指出，卫星遥感

是从全球尺度获得气候系统观测的重要方式，在全

球气候系统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鉴于卫星遥感

在气候观测系统中的重要性，2006年GCOS专门提

出“卫星气候系统观测需求”[4]，对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执行计划中卫星观测部分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

而后又以2010年修订的执行计划（IP-10）为基础[15]，对

“卫星气候系统观测需求”进行了修订[5]。根据专家

意见和观测的可行性，列出卫星遥感能发挥重要作

用的ECV变量子集（表 2）。这个ECV子集反映了

需要卫星遥感监测的最重要的气候变量。

需指出的是，GCOS定义的基本气候变量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在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GCOS会定

期对基本气候变量进行微调。

4 卫星气候数据集的生产规范

要使卫星观测能有效用于长期气候研究，必须

确保卫星资料的稳定性、精确性和均一性。为了对

全球气候观测进行有效组织，GCOS制定了全球气

候观测系统气候监测原则（GCMPs）[14]。考虑卫星

观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GCMPs中特别对卫星遥

感观测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重点解决卫星特有

的业务运行问题，包括：观测的连续性、均一性，轨

道控制，定标和仪器特性，采样策略，产品生产、数

据分析和数据存档的持续性等问题。

在 GCOS-154 中，GCOS 又对一部分现阶段卫

星遥感可发挥较大作用的 ECV 变量，提出具体需

求，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卫星气候产品的时空分辨

率、精度和稳定性等[5]。卫星气候产品系统观测需

求，还包含对 FCDR、相关卫星仪器、非 FCDR数据

需求等方面的指导，所以其本身就是卫星气候数据

集生产指南。

在气候监测原则（GCMPs）和卫星气候产品系

统观测需求基础上，为了保证FCDR和ECV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文档完整性、透明性和科学管理，GCOS

指导委员会建议数据生产者在生产和提供卫星气

候数据集时满足一定的要求（表3）[16]。

GCOS提出的卫星气候监测原则、卫星气候产

品需求、卫星气候数据生产要求等，可用于指导生

产满足气候监测和长期气候研究的卫星产品。空

间机构可根据这些指导意见处理和分析卫星观测

数据，生产ECV产品。上述卫星气候监测原则和标

准已被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所采用，在相关机构推

出的卫星发射计划和数据产品中，都对GCOS的需

求作出了响应。

5 卫星气候数据集的应用建设与发展

GCOS提出的卫星气候观测和产品需求，主要

由CEOS、CGMS等国际上与卫星遥感有关的机构

和组织及其成员负责落实。根据 CEOS 的调查统

计，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评估

表1 可在全球范围测量并与“公约”高度相关的基本气候变量[14]

Tab. 1 Essential Climate Variables that are both currently feasible for global implementation and

have a high impact on UNFCCC requirements[14]

界域

大气

海洋

陆地

基本气候变量

表面：气温、风向风速、水汽、气压、降水、表面辐射平衡

高层大气：气温、风向风速、水汽、云特性、地球辐射平衡（包括太阳辐照度）

大气成分：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长寿命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

表面：海表温度、海表盐度、海平面、海况、海冰、洋流、海色、二氧化碳分压、海洋酸度、浮游植物

亚表面：温度、盐度、洋流、营养物、二氧化碳分压、海洋酸度、氧气、示踪物

流量；用水、地下水、湖、雪盖、冰川和冰帽、冰盖、永久冻土、反照率、土地覆盖（包括植被类型）、光合有效辐射吸收系数（FAPAR）、

叶面积指数、地上生物量、土壤碳、火点扰动、土壤湿度

表2 卫星观测有重要贡献的基本气候变量[5]

Tab. 2 ECVs for which satellite observations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5]

界域

大气

海洋

陆地

基本气候变量

表面风向风速、降水、高层气温、高层风向风速、水汽、云特

性、地球辐射平衡（包括太阳辐照度）、二氧化碳、甲烷和其

他长寿命温室气体、臭氧和气溶胶特性

海表温度、海表盐度、海平面、海况、海冰、海色

湖、雪盖、冰川和冰帽、冰盖、反照率、土地覆盖（包括植被

类型）、光合有效辐射吸收系数（FAPAR）、叶面积指数、地

上生物量、火点扰动、土壤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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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是NASA、NOAA、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Eu-

metsat）和欧空局（ESA）等。

美国在地球观测卫星方面投入巨大，积累了世

界上最长的卫星观测数据。为了增强卫星资料的

业务再处理能力，美国NOAA发起了一项卫星气候

数据集（CDR）计划，计划采用最成熟、最科学的方

法将存档的历史卫星资料处理成长期、一致的气候

记录，用于气候变化和变率研究。CDR计划于2007

年提出，2009年开始实施。CDR采用规范的方法对

卫星气候数据集进行生产和质量评估。整个卫星

数据集生产分为3个阶段：研究阶段、初步业务能力

阶段、完全业务能力阶段。卫星数据集从研究阶段

转到初步业务阶段需要经过评估、阶段转移准备、

阶段转移、校验、归档、共享等步骤。具有初步业务

能力的数据集可给用户分发使用，但不能进行业务

维护和动态更新，只有达到完全业务能力的卫星气

候数据集才能连续、不间断生产[6]。

CDR计划已完成多个数据集的生产，这些数据

集被发布到 NCDC 网页上。NCDC 网页上发布的

数据集分为基础气候数据集（FCDR）和专题气候数

据集（TCDR）。基础气候数据集是经改进和时间序

列质量控制的观测数据（如定标后的辐亮度、亮温

等）及定标辅助数据。专题数据是从FCDR提取的

地球物理变量，如海表温度、海冰覆盖等。TCDR生

产过程中经常融合多种卫星观测资料、地基观测资

料、模式输出资料等。

目前，NCDC CDR 发布的数据集包括 AMSU

亮温、AVHRR 反射率、静止卫星红外通道亮温、

HIRS通道亮温、MSU亮温、SSMI(S)亮温等基本气

候数据集，AVHRR地表反射率、NDVI、雪盖等陆地

气候数据集，海冰、海表温度等海洋气候数据集，气

溶胶光学厚度、云参数、大气温度、降水等大气气候

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将逐年增加。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主要负责陆地资源

（Landsat）卫星数据的整编工作（已整编了长达 37

年的陆地资源系列卫星地表观测资料，覆盖了全球

大部分地区）。陆地资源系列卫星对长期气候数据

记录尤为重要，因为其空间分辨率高，能区分土地

覆盖的自然和人为影响。USGS 已开发了 TM 和

ETM传感器的一致性辐射定标方法，并且完成相关

定标工作，目前正在制定从Landsat存档数据中获

取 FCDR 和 ECV 的计划。根据 GCOS 指南要求，

USGS 组织专家从算法成熟度、USGS 现有能力和

用户需求等方面，确定能从Landsat数据获取的地

表ECV变量。已确定的ECV变量包括土地覆盖、

反照率、火点扰动、地表水、雪和冰及叶面积指数。

地表反射率和地表温度被确定为FCDR。NASA的

科研卫星，特别是EOS卫星，为地球气候系统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观测。通过其科学团队和Pathfinder

数据集计划，NASA继续从卫星观测资料中生产长

期气候数据集，并且定期对这些数据集进行重新

处理。

为了响应GCOS需求，同时充分开发利用欧洲

地球观测数据，ESA推出CCI计划，旨在系统生产、

保存和分发，以满足UNFCCC各方需求的ECV长

期数据集。2008 年 ESA 成员国批准了 CCI 计划，

2009年开始首批11个遥感ECV数据集建设。这11

个ECV变量包括 4个大气变量（臭氧、云、气溶胶、

温室气体（CO2、CH4））、4个海洋变量（海平面高度、

海表温度、海冰和海洋水色）、3个地表变量（土地覆

盖、冰川和火点扰动）。CCI计划主要是基于欧洲已

有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存档的长期地球观测数据，

紧密围绕ECV生产所必需的步骤开展一系列行动，

包括长期数据维护、再定标、定期重处理、算法开

发、产品生产和验证、气候数据集质量评价等。CCI

计划的目标是建成能满足气候监测和分析需求的

卫星遥感ECV数据集，同时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获

表3 卫星气候数据集要求

Tab. 3 The GCOS Steering Committee recommend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needs related to the generation

of ECV satellite datasets and product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要 求

提供数据集和产品生产过程的完整描述，包括采用的算法，

使用的基本气候数据集（FCDR），验证情况等

提供与数据集描述和数据集应用有关的出版物信息

提供产品精度、稳定性和时空分辨率的描述。最好能提供

与GCOS中所提卫星产品需求的对比

提供数据集、产品及所有文档的获取途径

加强数据集和产品的版本管理，特别是与算法改进和资料

再处理关联

保持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均一性

采用一切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校验方法

尽可能做到全球覆盖

将数据定期释放给用户使用，以便开展遥感监测

提供用户反馈机制

进行成熟度指数分析

发布一个总结文档（最好在线），逐项说明与本指南的复合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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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途径[17]。目前CCI第一阶段计划已经基本完成。

欧洲气象卫星组织 EUMETSAT，很早便认识

到卫星气候监测的重要性，为此在其卫星应用示范

（SAF）网络中，专门设立卫星气候监测应用示范

（CM SAF）。从 1999年开始，EUMETSAT CM SAF

便开始进行卫星气候数据集的生产和分发。CM

SAF重点关注与全球能量和水循环有关的ECV变

量，其生产的卫星气候数据集产品包括大气温湿廓

线、云参数、大气和地表辐射参数等[18]。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重视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

和相关能力建设工作，如在科技部“863计划”、“973

计划”、中国气象局行业专项等计划项目支持下，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单位先后单独或联合研发了

土地覆盖、叶面积指数、地表短波反照率、宽波段发

射率、下行短波辐射、下行光合有效辐射、积雪等长

时间序列、高质量、高精度的卫星气候数据集（如

GLASS（全球陆表卫星数据集），CG-LTDR（全球及

中国区域长时间序列卫星数据集）等）。这些数据集

生产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数据质量也不断提高[19]。

卫星气候数据集对于气候模式验证、气候过程

理解和气候趋势分析预测等都有很大价值。近年

来，在空间观测领域，长期气候观测记录的数量和

种类都迅速增加，卫星气候数据集的定量评估越来

越重要，但目前卫星气候数据集评估还缺少统一标

准[20-23]。为了有效反映数据集的优缺点，促进全球

气候数据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有效沟通，Bates等

于 2006 年首次提出一个成熟度指数，用于 NOAA

CDR数据集评估，而后又根据用户反馈和2011年卫

星气候数据集评估会的建议进行了修改[24]。修改后版

本(成熟度矩阵V4版)从软件成熟度、元数据、文档、

产品检验、数据分发、数据应用等几方面分别定义

了成熟度水平。1、2级成熟度水平代表数据集主要

用于科研目的，3、4级代表数据集达到中等成熟度

水平，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可暂时用于持

续应用。5、6级为高成熟度水平，代表数据集生产

能力达到业务和服务水平标准。表 4为成熟度矩

阵，其中的每一项、每一个等级都有具体指标对应，

如产品检验等级通过独立验证、不确定性、质量标

记、业务监测等指标确定。产品检验程度为1级，意

味着独立验证不完整、很少或没有误差和偏差信

息、没有质量标记、业务监测不完整。

目前，成熟度矩阵仍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用

户反馈意见进行改进。SCOPE-CM和ESA CCI计划

也考虑直接采用成熟度矩阵或以成熟度矩阵为模板

进行修订后，用于所生产卫星气候数据集的评估。

表4 CDR 4.0版成熟度矩阵模型[24]

Tab. 4 Climate Data Record (CDR) V4.0 maturity matrix[24]

成熟度

1

2

3

4

5

6

软件成熟度

概念发展

还要进行较大的

修改

还要进行中等程

度修改

需要进行一些

修改

需要进行最小的

修改；稳定、便

携、可重复

不需要代码修

改；稳定、可重

复；便携、高效

元数据

很少或没有

研究级

研究级，符合国际

标准

有元数据；稳定；允

许数据集来源追踪

和重现；符合国际

标准

元数据完整；稳定；

允许数据集来源追

踪和重现；符合国

际标准

元数据完整、动态

更新；稳定；允许数

据集来源追踪和重

现；符合国际标准

文档

算法文档草稿；算法论

文提交

第 一 版 算 法 文 档 C-

ATBD；复审的算法文章

公开的算法文档；经同

行评议发表的算法论

文

公开的算法文档；业务

算法描述草稿；同行评

审的算法出版物；关于

产品的论文提交

公开的算法文档；业务

算法描述修改版；关于

算法和产品的经同行

评审的出版物

公开的算法文档和业

务算法描述文档；多个

关于算法和产品的经

同行评审的出版物

产品检验

很少或没有

最低程度

在选定的区域/时间进

行了不确定性评估

多个研究者在广泛分

布的地区和时间进行

了不确定估计；对差异

有所了解

不同研究者在大多数

环境条件下获得一致

的不确定性评估结果

设计观测策略，通过独

立交叉检验、开放检查

和连续调查揭示系统

误差；误差定量化

数据共享

限于选定的少数人

向专业人员提供有

限的数据

数据和源代码存档

并可以获取；使用

需要注意

数据和源代码存档

并可公开获取；提

供不确定估计；存

在的问题公开

数据和不确定性估

计存档并可公开获

取；存在的问题公

开；定期更新

可公开获取长期存

档数据；常规更新

数据应用

很少或没有

有限或正在进行中

应用评估为正效果

可在实际应用中使

用；应用评估为正

效果

可被其他研究者使

用；应用评估为正

效果

在公开发表的应用

中使用；可被行业

应用；应用评估为

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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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是当今世界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卫星观测数据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卫星气候数据集还存在时间

序列短、资料的精度有待提高、数据生产缺少统一

规范和标准等诸多问题。

近年来，WMO、GCOS、CEOS等国际组织先后

制定了多个卫星气候研究计划，并对卫星气候观

测、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质量评估、分发服务等进

行了规范。CEOS、CGMS等国际组织将卫星气候

研究作为未来几年的优先发展计划，NOAA、

NASA、ESA、日本航空航天局（JAXA）、Eumetsat等

国际著名机构也纷纷制定自己的卫星气候研究和

卫星气候数据集生产计划。经过多年的努力，卫星

气候数据集生产已经逐步向业务化、规范化方向发

展，卫星遥感在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先后发射十余颗气象卫星，积累了较长

时间序列的卫星遥感数据，未来还将持续发射多颗

气象卫星，但在全球卫星气候数据集建设方面尚处

于起步阶段。目前，卫星遥感资料在中国气候和气

候变化业务中应用还相对较少，中国气候业务中应

用的卫星遥感资料在时空分辨率、区域适用性、时

效性、参数协调性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

建立自主研发的长时间序列、高时空分辨率和较高

精度的卫星气候数据集，为气候系统科学和全球变

化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提升中国对地观测的科研能

力和遥感应用研究水平，势在必行。

（1）增强卫星气候监测能力。GCOS、CEOS等

国际计划或组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初步确定

了基本气候变量及其监测需求。欧美等国家在卫

星总体规划设计、星上传感器设计中，已开始将

ECV变量的探测需求纳入发展规划。中国在未来卫

星发展规划中，也应充分考虑气候研究对ECV变量

的需求，增强ECV变量探测能力和持续观测能力。

（2）提高卫星观测数据和产品质量。近年来，

卫星观测数据质量显著提高，可见近红外反射通道

定标精度可达3%，红外通道定标精度可控制在0.5 K

以内。美国、欧洲正在发展CLARREO、TRUTHS等

高精度在轨定标计划，届时可见近红外反射通道定

标精度预计可达 0.3%，热红外通道定标精度可达

0.1 K，比现在分别提高 5-10倍和 3-5倍，能基本满

足气候变化研究的需要。中国目前在轨气象卫星

的定标精度与以前相比有很大提高，但仍需进一步

加强定标、定位等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卫星观测数

据和产品质量，以满足气候研究的需要。

（3）加强卫星气候数据集处理技术研究。卫星

气候数据处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不断利

用最新技术对历史卫星资料进行再处理，才能使卫

星气候数据集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直至完全满足气

候变化研究需求。NOAA、ESA等正在通过CDR、

CCI等计划尝试建立卫星气候数据集研发、业务生

产机制，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合

理的卫星气候数据集研发和业务转化机制。

（4）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卫星气候数

据共享能力建设。近年来，GCOS尝试对卫星气候

数据集的生产进行规范，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卫星

气候数据集生产有关的指导文件。中国应在WMO、

GCOS、CEOS、CGMS等国际组织或计划的统一指

导下，广泛开展国内外、部门内外交流合作，按国际

统一标准建设卫星气候数据集，同时加强卫星气候

数据共享能力建设，使相关领域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得以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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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atellite-based Climat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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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dataset is the basis of satellite-based climate research. This paper formalizes some basic con-

cepts of satellite data from the view of climate study first. On that basis,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of Climate

Data Records(CDR) is discussed. The authors proposed that curr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which classifies CDR

into two categories, FCDR(Fundamental Climate Data Record)and TCDR(Thematic Climate Data Record), is

not enough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mote sensing dataset. It‘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ssify TCDR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dataset generated from single instrument, dataset generated from multiple instru-

ments, and dataset generat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The advantag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scheme is that it’s help-

ful to discriminate climate datasets which have the same name but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data sources or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In this manner, users can understand and utilize the data more easily and correctly. Then,

this paper introduces Essential Climate Variables (ECV), essential satellite-based climate variables and the guide-

line for the generation of satellite-based climate datasets respectively, and reviews the recent progresses made by

NOAA, NASA, ES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remote sensing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at some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satellite-based climate data record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made common senses among the majority of international remote sensing organizations, and new climate da-

ta records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re being produced.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issues fac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based climate datasets, and gives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atellite-based climate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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