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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星载高精度大气探测光学载荷技术研究集体
据科学网报道，1月23日，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红外探测与成像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丁雷

代表“新一代星载高精度大气探测光学载荷技术研究集体”，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手中接过中科院2017年度杰出科

技成就奖荣誉奖杯。

为我国气象卫星研制先进的光学载荷，是这个团队的看家本领。在过去的岁月里，该研究团队围绕我国大气探测战

略需求，瞄准国际上空间遥感技术竞争的制高点，突破了高精度三维光学探测诸多关键技术，为第二代静止轨道、第二代

极轨气象卫星研发了采用完全中国技术的气象探测光学主载荷，建立了我国气象卫星光学载荷技术体系。

奋发图强，实现国际领跑

因为该团队的研究成果，我国在美国、欧盟之后，拥有了完整的气象卫星探测体系和能力，国际气象卫星领域开始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实现干涉式探测仪在36000 km轨道上的成功在轨应用是遥感领域光谱技术的一场革命。2016

年，研究团队经过15年的努力，发展并应用中国特色方案，研制了世界上首台光谱分辨率达到0．625 cm-1的干涉式大

气垂直探测仪，成功应用在“风云四号”A星上。丁雷就此表示： “这使得对冷空气下沉、流动并带动热空气抬升的大

气流动过程探测，实现了从理论推测向实际观测的转变。”我国因而率先在国际上实现了高时效的高精度高光谱大气垂直

探测，填补了静止轨道三维精细遥感的空白，实现国际领跑。

蓄力创新，促成弯道超车

这场技术赛跑的弯道超车来之不易。 1997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匡定波就提出，应

该发展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这种利用傅立叶变换原理的探测仪，可以为大气做“超级CT”一一把大气从地面开始

“切片”，测出每一层的温度、湿度等数值，为灾害性天气监视和大气化学成分探测服务。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美国自2006年由于技术和经费原因搁置了研发静止轨道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的上星计划；欧洲计划的第三代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原计划2014年发射，后又延期至2020年。

2005年底， “风云四号”卫星“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首席科学家华建文带领团队调出了红外干涉信号，完成

了原理样机研制，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国际同行公认，探测仪“切片数”1000是探测质量的分水岭。“我们非但要

做，而且把目标定在1500层。”当中国的大气探测仪开始提供全球独家数据时，美国的研发队伍尚未重新聚集，欧洲的

仪器升空时间也一改再改。成为本领域的翘楚并引来国际同行主动索要数据，丁雷说“这种感觉挺好的”。

坚守初心，凝聚团队英才

为第二代极轨卫星“风云三号”D星配置新升级的中分率光谱成像仪，是这个团队另一项引以为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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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创新和进

步。仪器可以通过250 m可见光近红外通道，每日无缝隙获取全球真彩色遥感图像，并成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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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参量的高精度定量反演，为精确解开中长期“天气方程”提供独家中国数据。

在项目预先研究时期，团队主要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仅30岁。20年过去，所有核心岗位设计师仍坚守着“用最好的

科技成果为国家需求服务”的初心。回顾20年风云路，丁雷认为，是研究所的信任给了“初生牛犊”们无穷的干劲。

2002年， “风云三号”卫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要求都瞄准全球最先进的指标。当时，美国卫星250 m分辨率的

指标使得卫星能看到洪水把堤坝淹没的整个情况，但“风云一号”却看不清。于是， “风云三号”A星瞄准美国成像仪

2个250 m分辨率通道的指标，提高到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需要具备3个250 m分辨率通道的指标。在旷日持久的技

术攻关中，为了赶上国际最高技术水准，每个方案被推翻三四次是常事，甚至整套设计方案被推倒重来。

而今，升空仅4个月余的“风云三号”D星中分率光谱成像仪已开始源源不断回传高质量数据。8 K高清真彩色

地球影像，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地球。相机空间分辨率为250 m，幅宽超过2800 km，每天都能将全球“扫”2遍。

当技术走到世界前沿，研制新仪器时很难有现成文献、先例可以参考。团队成员之一、核心岗位主任设计师钮新华

说： “研发是一个探索、创造、验证，成功之后进一步发现问题，然后再去探索的过程。每一刻都是新鲜的。”

而吸引年轻人愿意为科技创新坚守和奋斗的，还有价值观和氛围。 “这里敬重的是能力，看你有没有本事解决技术

问题。我认同这样的价值观，我愿意在这里。”年轻的团队成员沈霞研究员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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