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基于多源光学遥感高分卫星图
像的环境监测及城市部件检测

开发平台

主管部门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00 1837730.00 1,837,73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00 1,837,730.00 1,837,730.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阶段性规划： 2020年02月
项目启动、资金到位 2020年03月
研发材料、设备购入 2020年06月
项目中期检查 2020年11
月 项目成果专家论证 2020
年12月 项目结题汇报 总目标
：按照项目规划2020年12月31日前研发工作全部
完成 搭建一套基于多源光学遥感高分卫星图像的地表水
体污染监测开发平台 搭建一套基于监督学习的城市遥感
图像语义分割与城市部件解释应用开发平台

本项目预算调整数为1,837,730元，
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
执行率100%。项目于2020年12月3
1日前全部完成，共测试并监测完成1018
个水体污染目标；共测试并完成3009个城
市部件目标。水体污染监测技术已成功推广试
用两家单位；城市部件监测技术已成功推广试
用两家单位。本项目实现了自动化的水体污染
以及城市部件的检测与提取，大大降低了传统
的实地勘测所用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减轻相关
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体污染监测有效标注

数量

>=1000个 1018 10 10

城市部件识别有效标注 >=3000个 3009 10 10

质量指标

水体污染监测可识别性
可识别水生植物、
水面垃圾带、水面

违章建筑；

可识别水生植物、
水面垃圾带、水面
违章建筑，识别精

度达83%

15 12

水体污染目标检测
的精度目前维持在
80%左右，出现

偏差的主要原因在
于高分/超高分遥

感影像的复杂性，
测试图像中的水体
污染物和水体岸边
的地物相混淆很难
识别，另外水体污
染物种类繁多，也
给识别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改进措施
：进一步细化深度
学习网络，多收集
并增加训练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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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水体污染种类的图
像，优化网络结构
，以期提高网络识
别水体污染物的精

度。

城市部件可识别性

可识别违章建筑、
绿化带两种城市部

件

可识别违章建筑、
绿化带两种城市部
件，识别精度78

%

15 11

城市绿化带和违建
的检测精度目前稳
定在75%左右，

出现偏差的主要原
因有两个：第一高

分遥感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
31日之前

按时完成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体污染监测平台服务推

广

推广试用于不少于
两家相关单位

已推广试用两家 5 5

城市部件识别平台推广
推广试用于不少于

两家相关单位
已推广试用两家 5 5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排

降低相关行业物力
投入

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实现自动化的水
体污染、城市部件
的检测与提取，大
大降低了传统的实
地勘测所用的时间
，减轻了相关行业

的物力投入

10 6

依托项目开发的平
台共推广并试用于
四家相关公司/单

位，节省了试用方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的投入。但是由于
算法本身的精度限
制，使得实际应用
中出现了一些识别
的误差。未来希望
能够进一步提高算
法本身的精度和泛
化能力，并推广到
更多的相关单位使

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优化人员结构

降低相关行业人力
投入

自动化的检测提取
算法，实验期间降
低相关行业人力投

入达12人次。

10 6

本项目研究开发的
两套自动化提取算
法可以大大减轻传
统的人力勘察的劳
动力。出现偏差的
主要原因在于算法
本身精度，使得试
用方需要抽调一部
分人手去做后期的
检查。后续改进考
虑设计全自动的议
题流程化检测算法
和模型方案，尽可
能减少人力的投入

。

总分 10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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