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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Chapter



江西省拥有众多湖泊、河
流、沼泽等湿地资源，是
我国南方重要的湿地分布
区。

湿地资源丰富 生态功能显著 保护形势严峻

湿地具有调节气候、净化
水质、蓄洪防旱、维护生
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加速，湿地面临着污染、
围垦、过度开发等威胁，
保护形势严峻。

030201

湿地资源现状及保护重要性



云计算技术可实现对海量
湿地监测数据的快速处理
和存储，提高数据管理效
率。

数据处理与存储

基于云计算的远程监测和
预警系统可实时掌握湿地
生态状况，及时发现和应
对生态问题。

监测与预警

云计算技术可为湿地保护
管理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
促进湿地保护工作的科学
化、精细化。

决策支持

云计算技术在湿地保护中应用前景



    

项目研究目的和意义

构建湿地云平台

本项目旨在构建江西省湿地云平台，

实现湿地资源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管理。

推动湿地保护创新

通过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推动湿地保

护理念、技术和方法的创新，提升湿

地保护水平。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本项目研究成果将为江西省乃至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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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设计方案

Chapter



01

遵循国家湿地保护
相关法规和政策，
确保系统设计的合
规性。

02 03 04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和技术，实现系统
的高效性和可扩展
性。

注重用户体验和数
据安全，保障系统
的易用性和可靠性。

采用模块化设计思
路，便于系统的维
护和升级。

设计原则与思路



采用分层分布式架构，包括感知层、传输层、数据层、应用

层等。

系统架构

包括湿地监测模块、数据分析模块、预警预报模块、决策支

持模块等。

功能模块划分

系统架构与功能模块划分



数据采集

通过传感器、遥感等技术手段，实时采集湿地环境参
数、生物种类和数量等信息。

数据传输

采用无线传输、有线传输等方式，将采集的数据实时
传输至数据中心。

数据处理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存储和分析，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为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流程设计



03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Chapter



01

02

03

04

遥感数据源选择
针对江西省湿地特点，选择适宜

的遥感数据源，如高分辨率卫星

影像、无人机航拍数据等。

变化检测与信息提取
利用遥感影像进行湿地变化检测，

提取湿地类型、面积、分布等关

键信息，为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

决策支持。

数据预处理与增强
对遥感数据进行辐射定标、大气

校正、图像增强等预处理操作，

提高数据质量和可用性。

优化策略
针对遥感监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优化策略，如改进数据预处

理算法、提高变化检测精度等。

遥感监测技术应用及优化策略



传感器类型选择

网络拓扑结构设计

数据采集与传输

部署方案优化

物联网传感器网络部署方案

设计合理的物联网传感器网络拓扑结构，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

实现传感器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传输，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

性。

针对物联网传感器网络部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方案

，如改进传感器布局、提高数据传输效率等。

根据湿地监测需求，选择适宜的传感器类型，如水位传感器、

土壤湿度传感器、气象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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