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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二号’’G 星成功获取优质可见与红外图像
据www．sitp．ac．cn网站报道，1月22日，上海技物所研制的“风云二号”G星扫描辐射计继1月7日成功获

取首幅可见光云图后，按照预定在轨工作程序，成功获取了第一套红外云图。至此，由该所研制的“风云二号”核心探

测仪器——扫描辐射计的5个通道已全部成功开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表示，与之前的“风云二号”F星相
比，“风云二号”G星进一步抑制了图像中存在的杂散光，图像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其可见与红外图像清晰、层次丰富，

纹理清楚；仪器在轨状态稳定，工作正常。

“风云二号”G星扫描辐射计共有2个长波红外通道、1个中波红外通道、1个可见光通道和1个水汽通道，可以

在非汛期每小时(汛期每半小时)获取覆盖约三分之一地球表面的全圆盘图像，同时支持对任意区域进行6 min间隔的

高频次连续观测。对于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而言，光学成像仪器难免会受到红外杂散光效应的影响，导致卫星云图质量下

降，温度敏感性降低，从而影响红外云图的定标精度。对此，上海技物所科研团队作出了技术改进，使红外杂散光抑制

效果明显。通过仿真演算可知，杂散光抑制效应同比提高了50％以上。同时，“风云二号”G星进一步提升了黑体定标

能力(即对卫星探测到的温度进行标定的能力)。在“风云二号”01批气象卫星中，星体黑体定标是每三幅云图进行一

次，02批气象卫星及03批首颗星均是每两幅云图进行一次，而“风云二号”G星则是每幅云图进行一次。这大大提高

了卫星的定标频次，对于我国风云卫星的定标应用作用明显。这些改进措施将可以有效提高“风云二号”G星定量化产

品的反演精度，从而提高其定量化应用水平。

据悉，“风云二号”G星在通过3个月的在轨测试后，将由99．5。E漂移到1050E，到时将被正式交付给国家气象

局使用。该卫星也将作为主业务气象卫星在今年汛期发挥效益，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我国将造三颗新型海洋卫星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记者近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2015年我国将启动研制3颗新型海洋卫星，即“海洋一号

C／D”卫星和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据介绍，“海洋一号C／D”卫星能连续获取全球海洋水色水温资料，我国及全球重点区域近海和海岸带环境变化数

据以及海上浮标、船只信息等，支持海洋水色环境监测业务化、连续化运行，可为海洋环境预报、海洋灾害预警与海洋

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可提高我国海洋水色观测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提升探测精度，拓展探测谱

段，实现全球快速覆盖的海洋水色观测能力，提升我国海洋遥感卫星应用水平，促进我国海洋水色遥感业务持续、稳定

运行。

据悉，我国目前在轨的唯一一颗海洋水色观测卫星——“海洋一号B”卫星已在轨稳定运行近8年，超期服役近
5年。该卫星已获取了17000余景全球各类水色图像数据，肩负着国产化海洋水色业务连续运行的重任。不过，随着服

役时间的增加，“海洋一号B”卫星轨道逐步漂移、性能逐步衰退、部件逐渐失效，因此将无法满足后续工作需要。作为

其接替星，“海洋一号C／D”卫星已被纳入首批启动的业务卫星计划。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也已于2014年9月完

成了立项评估，并将进入工程先期攻关阶段。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制备出六方氮化硼单晶畴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1月25日，记者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获悉，该所卢光远和吴天如等科研人员采用化学

汽相沉积(CVD)方法，成功在铜镍合金衬底上制备出了单层高质量六方氮化硼(h_BN)单晶畴，其单晶面积较之前文

献报道的高出约两个数量级。专家认为，该项研究进展为研发晶圆级h—BN、h—BN／石墨烯异质结和超结构奠定了重要

实验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一通讯》期刊上。

h-BN俗称白石墨，其晶体结构和石墨相同。由于具有表面平整、无悬挂键、化学稳定性高和介电特性好等特点，

h—BN可用作石墨烯的高性能衬底，也可与石墨烯形成异质结和超结构，因此在基础研究和器件探索方面具有重要应用

潜力，是二维材料研究领域的重要热点。而CVD方法是规模化制备h—BN的主要技术途径，常用铜、镍和铂等金属作

为催化剂。由于形核密度高，先前报道的h-BN单晶尺寸普遍较小。

该科研团队发现在铜衬底中固溶一定比例的镍，可大幅降低h—BN的成核密度。他们通过研究h—BN在合金衬底

上的稳定性以及优化生长工艺参数，成功制备出了面积达7500¨m2的高质量单层h—BN单晶畴。同时，该研究还验证

了单层和多层h-BN对屏蔽SiO，衬底的影响、提高石墨烯的载流子迁移率的作用。专家认为，h—BN的优异特性还有

望用于超导器件噪声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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