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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科技跃升世界一流：8颗风云卫星在轨运行
从9月25日至9月28日，细心的用户会发现，微信开机画面的地球图片被悄然更换了，之前以非洲大陆为主体

的视角被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视角所取代。微信运营团队对图片更换行为的解释是，此举寓意从“人类起源”到“华夏

文明”的历史发展，旨在向亿万微信用户展示华夏大地的河山风貌。而新图片是一张最新的气象云图，由中国新一代静

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A星所拍摄，其版权属于中国。

微信此举与其说是追求视觉变化，不如说是向迅猛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和中国气象科技的一次致敬。经过几十年特

别是最近5年来的发展，中国气象科技在航天事业的鼎力支持下，实现了．新的重大跨越，迈入强国行列。

跃升至世界一流

仔细端详新换上的微信开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云团笼罩下，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的轮廓清晰可辨，东北

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白云浓厚，而左下角澳洲大陆则没有云层遮蔽，可以一览无余。

气象专业工作者从这张气象云图所解读出来的信息丰富程度远远要超过我们普通人。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气象卫

星，风云四号A星可谓装备先进、性能强大，能够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之末。

风云四号A星于2016年12月11日成功发射，是中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跨越的首发星。该卫

星与其第一代静止轨道卫星——风云二号卫星相比，在诸多方面实现r突破和创新，填补r多项国际空白。

在中国气象局卫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看来，风云四号卫星作为风云静止卫星系列最大的突破之一是实现

了稳定技术的飞跃，即从“自旋稳定”到“三轴稳定”。

气象卫星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对地观测和扫描的效率，而卫星自身的稳定性是提高观测和扫描效率的关键。中国

气象卫星传统上采用自旋稳定技术，即靠卫星自我旋转来稳定，就像陀螺一样在太空旋转，但是自旋一周3600，对准地

球的时间比例很低，由此效率大打折扣，而采用新的三轴稳定技术，在实现稳定拍摄扫描的同时，始终面向地球，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高精度扫描控制技术是风云四号的“杀手锏”之一，而高精度角度传感器是该技术的核心和关键。为了实现该项突

破，研究团队付诸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颇为传奇的故事。

据风云四号卫星扫描成像辐射计副主任设计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霞介绍，研究团队在遭遇技

术困难之际，辗转找到了一位江苏常州的老科技工作者，他居然在国家课题的支持下，较早就研制出了世界上一流水平

的角度传感器。在其技术支持下，科研人员合力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最终高水平角度传感器应用在卫星的四台载荷上。

应用最新黑科技的高性能载荷是风云四号准确观测能力的重要基础。作为当之无愧的“闪电猎手”，它装载_『中国

首次研制的闪电成像仪，具备了区域闪电探测能力。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四号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陆风介绍说，如果某地闪电非常密集，那么该地的云

在未来两三小时内会快速发展，且会有强天气发生。而风云四号则具备捕捉闪电的超强能力，其携带的仪器性能非常优

秀，一秒钟能“看”500次闪电，不会有遗漏，这对临近预报有非常大的帮助。

四十多年埋头苦干

作为气象灾害频仍的国家，中国高度重视气象卫星的研发和利用。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董超华

介绍说，早在1969年，中国就提出，“要搞我国自己的气象卫星”。1972年，研制气象卫星被正式纳入国家计划。1988年

9月7日，风云一号A试验应用极轨气象卫星发射成功，携带一台5通道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在此后14年间，风

云一号B、C、D星接连发射。

1997年6月，风云二号A试验应用静止气象卫星发射成功，携带一台3通道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这标志中国

已成为能够自行研制和发射极轨和静止两个系列气象卫星的国家。2008年5月，中国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系列的首发

星——风云三号A星发射成功。它携带了11台仪器，除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和空间环境监测器是继承性仪器外，

其余均为新研制开发，且是第一次载入卫星的仪器。8年之后，中国发射了风云四号A星，把静止轨道卫星升级为性能

空前强大的第二代。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8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国

家之一，形成了“多星在轨、组网观测、统筹运行、互为备份”的业务格局。

陆风介绍说，其中有3颗极轨系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对全球进行观测，此外有5颗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在轨运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1／3个地球的中低纬进行持续观测。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在天气预报、防灾减灾和应急气象保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风云气象卫星的投入产

出比达1：40，是中国民用遥感卫星中应用范围最广、效益发挥最好的卫星。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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