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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8年6月5日，风云二号卫星H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上海技物所承担了其核心光学载荷——多

通道扫描辐射计的研制工作。该辐射计具有可见光、中波红外、水汽、长波红外和长波红外分裂窗等五个光谱通道，每30

分钟可获取一幅地球圆盘图信息，具备灵活、高时间分辨率的区域扫描能力，能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活跃时期进行每

6分钟一次的区域加密观测。其获取的气象信息将在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自然灾害和环境监测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也将广泛应用于农业、海洋、交通等行业，可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风云二号气象卫星

光学仪器的研发和制造，上海技物所已经坚持了三十余年。风云二号9颗气象卫星全部光学载荷的研制水平不断实现新

跨越，是上海技物所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结果。

一代卫星一代人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与极地轨道气象卫星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气

象卫星应用体系。自1 997年至今，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了8颗风云二号卫星，在轨业务运行良好，形成了“多星在轨、

统筹运行、互为备份、适时加密”的业务格局。三十余载，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试验卫

星向业务星的转变，实现了“双星观测、在轨备份”的业务格局。卫星在轨稳定运行，诸多成就使我国气象卫星事业步入

了国际气象卫星先进行列，其背后承载着全体科研人员的苦心钻研。几代技物所人以执着追求、奋勇向前的精神，使气

象卫星光学载荷研制技术实现了跨台阶的提升。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核心遥感仪器——多通道扫描辐射计需要将光、机、电、红外探测器、辐射制冷和薄膜光学
等多种技术综合应用在一起，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能够设计和制造这种仪器。上海技物所自1 983年就开始

了静止卫星光学有效载荷研制的策划与预先研究。科研人员“白手起家”，从学习、调研、思考，到引进、消化、吸收，

最终实现了技术改进、自主创新和稳定发展。

经过多年国家重大项目的磨练，上海技物所建成了与航天工程文化相匹配、能打硬仗、能吃苦的科研团队。这些团

队强调通力合作，有总体、系统、部件的协调，有设计、制造、测试及试验的共同努力。他们关注核心技术，注重系统集

成的改进，强调提高寿命与可靠性。2004年，科研团队对02批C星的辐射计实施了重大技术改进，将辐射计的观测

通道从三个增加到五个，红外通道的温度分辨率和可见光通道的信噪比均有明显提高，同时增加了对森林火灾、草原火

灾、大雾天气和沙尘暴的观测能力。在G星上，扫描辐射计的研制延续了F星的技术路线，并再次实施了三项技术改

进：进一步降低由视场外地球目标引起的红外杂散辐射，进一步提高黑体观测频次以及后光路中主要光学部件的温度遥

测分辨率。这三项改进措施有效提高了风云二号定量化产品的反演精度，使卫星的定量化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准。

轻身重义竭尽全力

“搞科研就是要有点牺牲精神”，这是上海技物所风云二号研制团队灵魂人物、卫星副总师陈桂林院士的一句话。

这句话也充分体现在由他带领的研制团队三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

风云二号立项之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且难以预测结果的项目，其中轻量化的空间

大孔径高分辨率光学系统、高精度(角秒级)空间扫描机构、高性能探测器等关键技术都是极具挑战的难题。为了能掌握

第一手气象信息，陈桂林累坏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如今，陈桂林的左耳已听不到任何声音，右眼视力不到0．1，但他

戴着眼镜，依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陈桂林的科研人生就是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发展的浓缩史。风云二号卫星性能和质量的提高过程，正是以他为代表的

科研人员顽强拼搏、敢于攀登科技高峰的过程。

仰望苍穹更上层楼

风云二号卫星是我国已投入业务运行的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三批任务的研发历程。上海技物

所扫描辐射计获取的图像资料已为全国各省市气象台站、周边数十个国家与地区接收，在气象预报服务、气象防灾减灾

以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资料和产品已经在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自然灾害和环境监测、

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风云二号卫星也是全球综合观测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了全球观测业务卫星序列，充分体现了中国气象卫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

力。

目前，我国第二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A星也于201 6年底成功发射，在轨运行状态良好、性能

优良，特别是在垂直探测能力和短期灾害性天气预报能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其核心载荷——大气垂直探测仪和扫
描成像辐射计均由上海技物所承担研制。这是技物所几代人光荣和梦想的继承与延续，更是技物所人责任的担当。未来

10到15年是我国以空间应用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航天强国梦的关键时期。上海技物所正在为我国的航天

遥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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