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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风云气象卫星载荷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据www．sitp．ac．cn网站报道，2018年11月30日，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国防科工局在京举行了风云二号H星

和风云三号D星在轨交付仪式。两颗卫星凝聚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自主创新的最新科技成果——风云三

号D星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II型、红外高光谱探测仪和风云二号H星多通道扫描辐射计，它们将在切实增强我国气象

卫星的综合观测能力与应用服务能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风云二号H星于2018年6月5日发射，是我国第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收官之作。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

织青岛峰会等多个重要场合表示，“中方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故而，风云二号H星被赋予了

新的历史使命，体现了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风云三号D星自2017年11月15日发射入轨，中分辨

率光谱成像仪II型传回首幅可见光图像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图像清晰、彰显水平；用好数据，搞好服务”的寄语。

经过在轨测试，气象局认为：风云二号H星多通道扫描辐射计体现出了“技术成熟、运行稳定”的特点，所获图像

清晰、层次丰富，各种天气系统云系的形状和边界清晰、表面结构特征和纹理也清晰可见，连续性好，比较大的地形特

征都能清楚反映。该载荷的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充分保障了H星在确保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业务稳定

中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持续的优质服务。

风云三号D星的两台先进光学载荷则得到了以下评价：“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进行了大幅升级，性能显著提升”，与

美国MODIS相比，“全球分布及主要污染源AOD强度具有很好一致性，中分II型在重污染区的反演效果更好。”红

外高光谱探测仪的辐射灵敏度、光谱范围和分辨率等性能满足任务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者的在轨出色表现使得

“风云三号D星成为目前我国光谱分辨率最高的极轨对地观测卫星，实现了极轨气象卫星从多光谱探测到高光谱探测

的跨越”。

上海技物所对标国际先进有效载荷技术，在经年累月的苦心研发中通过全所协同实现所有“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自

主可控，为卫星获取全球资料和进行多种要素综合探测提供了技术升级路径，力促我国气象卫星实现了从单一遥感成像

到地球环境综合探测、从公里级分辨率到百米级分辨率的大幅提升。面向未来，上海技物所将继续围绕我国气象和大气

探测领域的战略需求，瞄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着力提升载荷的高时间分辨率高精度定量探测、高时效高光谱大气垂直

探测等技术能力，为世界气象观测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

中科院光电所在弱小目标跟踪测量研究上取得进展
据www．sciencenet．ca网站报道，随着光电技术的飞速发展，成像探测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导航、天文目标跟踪

等领域。弱小目标的跟踪测量技术是成像探测系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算法跟踪测量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系统的远距

离探测能力。

从成像探测系统的两个应用背景来看，弱小目标跟踪测量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航空导航是成像探测系统最

早也是最成功的应用领域，由于航空器与成像系统距离较远，目标在成像平面上仅占有几个像元，加上成像系统接收到

的目标辐射强度很弱，且易受各种噪声杂波的干扰；二是天文目标跟踪也是成像探测系统的一个重要应用。在天文观测

时，由于目标能量较弱，基本上被噪声淹没，信噪比低，并且目标出现的位置、大小和速度均未知，加上无纹理等特征可

以利用，这些因素给弱小目标跟踪测量带来极大的挑战，同时由于天文图像数据量大，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海量数据，

需要借助于图像处理、数据挖掘、信号处理等信息处理技术。在}二述应用领域中，各种客观因素会导致目标易被背景杂

波淹没，因此弱小目标跟踪测量筛法的好坏将直接决定光电成像系统的有效作用距离。

中科院光电所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研究室研究团队致力于光电成像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研究。针对低信噪比场景下

弱小目标跟踪测量问题，课题组提出了改进的粒子滤波跟踪方法：首先通过空间位置加权的方式获取灰度特征，并将邻

域运动模型和灰度概率图相结合来获取弱小目标运动特征，然后构建灰度与运动特性的联合观测模型来计算粒子权值。

同时，在跟踪测量过程中考虑到目标的灰度分布特性并不稳定，加入了自适应更新参考目标灰度模板的策略，最后采用

几组场景来验证本文算法的跟踪测量效果。实验证明，与传统算法相比，该箅法增强了低信噪比场景下弱小目标跟踪测

量能力。

近两年该课题组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基于L1 L0的生物活体组织图像的自动分割与分析技术、管径自适应的

时空域滤波的弱小目标检测算法、序列图像局部能量极大值的弱小目标检测算法、样本自适应免疫遗传粒子滤波弱小目

标跟踪算法、改进粒子滤波弱小目标跟踪等，相应的内容发表在ⅨBiomedical Optics Express》和《Infrared Physics

and Technology》等国际知名期刊上。
来源：www．sciencenet．cn网站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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