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AS2022IRP07 

 

 

李晓松 

博士，研究员 

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国际研究中心 

地球大数据支撑“2040 中国退化土地治理目

标”落实 

项目背景：中国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

面一直行动积极，2020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与二十国集

团其他领导人承诺“到 2040 年将退化土地比例减少

50%”。落实“2050”目标面临着政策、资金及技术等一系

列挑战。退化土地的治理可产生多方面的效益，但时空

差异较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等不同目标之

间存在协同权衡效应，综合考虑多目标效益的优先区识

别将有助于以更低的成本实现退化土地治理。 

研究成果 1：基于土地覆盖、土地生产力、土壤碳 3 个子

指标，实现了 2015-2022 土地退化动态评估，为“4050”目

标基线设定提供了重要支持。 

 

图 1 2015~2022 年全球土地退化基准与动态空间分布 

研究成果 2：基于 Sentinel 2 数据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

了国家尺度 2015、2020 年两期集中式光伏分布的信息提

取，为开展光伏占地及未来协同增效提供了基础数据支

撑。 

 

图 2 2015~2020 年间中国新增光伏电站空间分布 

研究成果 3：结合时空融合和土地生产力动态（LPD）算

法，生产了全球首个 2013-2022 年 30m LPD 产品，为土

地退化精细化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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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土地生产力动态成果图 

研究成果 4：发展了全球 30m LPD 计算工具（HiLPD-

GEE）,提升了土地生产力产品的分辨率，生产了非洲绿

色长城 11 个国家的数据产品，开发了大数据支持非洲绿

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得到联合国与中国政府的高度评

价。 

 
图 4 大数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在线工具成果图 

研究成果 5：采用 SDGSAT-1 热红外数据开展毛乌素土地

沙化程度的监测与分析，为 SDGSAT-1 卫星的应用和

SDG15.3 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图 5 毛乌素沙地土地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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