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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三号D星升空上海技物所贡献
两大光学主载荷

2017年11月15日凌晨，我国成功发射了风云三号D星。星上搭载的两台核心光学仪器——中分辨率光谱成像
仪(II型)以及全新的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均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承担研制。

一飞冲天的风云三号D星开启了我国迈向太空并提升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观测能力的征程。对于历来推崇“实干

见物”的技物所人来说，这是对习总书记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旋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建设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的最好响应和努力实践。坚守初心，御风前行，上海技物所为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谱写

我国空间红外光电技术的强国梦正在持续、努力地作出更新的率先性贡献。

通过升级换代实现性能提升

作为D星搭载的核心光学仪器，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II型)可与美国最新发射的联合极轨气象卫星的成像仪器

相媲美，有望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宽幅成像遥感仪器之一。该载荷是在风云三号卫星前三颗星配置的两台成像仪器——

扫描辐射计和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与原有的光谱成像仪相比，此次新增了6个红外通道。更重要

的是，它新增了地面分辨率可达250 in的红外分裂窗通道，而且仪器定标精度和探测灵敏度指标均得到了全面提升。研

究团队在高灵敏度探测、全谱段星上实时定标(提高定量化性能)、多光路低温光校等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和进步。该载荷

通过250 m可见光一近红外通道可以每天无缝隙地获取全球真彩色遥感图像，并将成为世界上首台可获取全球250 m

分辨率长波红外分裂窗区资料的成像仪器。这样的技术提升可以实现云、气溶胶、水汽、陆地表面特性、海洋水色等大

气、陆地和海洋参量的高精度定量反演，为我国生态治理与恢复、环境监测与保护提供科学支持，并为全球生态环境、

灾害监测和气候评估提供中国观测方案。

极轨气象卫星的大气“CT机”

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是D星首次配置的光学载荷。它的“新”主要体现在：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动镜式傅里

叶干涉探测技术，实现了对地气系统的高光谱分辨率红外观测。它通过60 mm有效大口径以及每秒4幅的快速光谱探

测，在3．92—15．38 Ixm红外波段的1370个通道均可实现0．625波数的探测能力，从而对大气进行分层精细观测。该

载荷可使我国大气温度和大气湿度廓线反演精度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倍以上，进而接轨国际先进水平。研究团队通过对

工程样机、初样鉴定件到正样发射产品的研制，在实现高精度甚长波红外多元探测的同时，首次在国内实现了中波波段

锑化铟材料光伏探测器的高性能航天应用。另外，红外全光路热控和辐射控制以及200 K低温光学技术的应用也能显著

提升仪器性能。通过基于仪器模型开展高精度辐射和光谱定标，实现了仪器研制和用户预处理的协同研究，有效提升了

仪器的定量化水平。

上海技物所研制的这两台核心光学遥感仪器将使极轨气象卫星具备高空间分辨率成像、高光谱分辨率探测的大气与

环境观测能力。通过实现对大气的高精度三维探测，将有力提升气象卫星对我国中长期数值天气预报的支撑能力。目前，

我国极轨气象卫星和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都已实现了升级换代。上海技物所在气象卫星光学载荷研制能力上的不断进步和

创新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高低轨同时具备多通道成像和高光谱大气垂直探测能力的国家，从而力促我国的气

象科技跻身世界一流。
来源：www．sitp．ac．cn网站 发布时问：2017年11月16日

遥感三十号02组卫星发射成功上海技物所产
太阳敏感器工作正常

据www．sitp．OC．cn网站报道，2017年11月25日2时1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地将遥感三十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已经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星箭分离后，上海技物所研制的2台模拟式太阳敏感器现已成功开机，并顺利完成了卫星入轨阶段的对日捕获任

务。卫星三轴姿态稳定。遥测数据表明，此产品工作正常，后续工作按计划陆续展开。该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上海技

物所的模拟式太阳敏感器已逐步进入批量化、型谱化研制阶段，能够适应多种卫星平台的应用。

遥感三十号02组卫星是上海技物所今年参与并圆满完成的第6次卫星发射任务。谨向参加产品研制和发射任务的

全体同志，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让大家再接再厉，做好后续工作，圆满完成试验任务，努力为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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