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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四号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在
台风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玛莉亚”“安比”“云雀”“摩羯”⋯”今夏台风一个接一个。你是否感觉到今年台风预报比往年更加精准、及时?

这是因为2016年11月升空的风云四号气象卫星上，那些实现了技术代际提升、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的“风云眼”，在3．6

万公里高空的地球静止轨道上洞若观火地凝视着台风的一举一动，并以前所未有的15分钟一次的频率“汇报”给地面气

象中心。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风云四号实现了两个“世界首次”：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GIIRS)首次实现大范围高频次大

气垂直探测，给台风“玛莉亚”15分钟做一次“立体扫描”；它获取的数据成功应用于全球／区域通用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GRAPES)，首次尝试交互式“观测一预报”，为我国台风路径及天气系统的观测预报成功开启一种全新模式。

首次实现15分钟一次台风“立体体检”

“这次预报台风过程中，GIIRS在预报服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气象局数值预报中心模式研发室副主任、

风云四号卫星数值预报应用攻关团队首席专家韩威说。

为了应对台风“玛莉亚”，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GIIRS加密观测，成功实现15分钟一次对台风目标区的快速观

测。在应对随后正面袭击上海的台风“安比”的预报和监测中，中国气象局有效发挥数值化天气预报的作用，提高了对台

风路径和中心降雨情况等的预测准确度。

为了这一天，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风云四号研发团队整整奋斗了21年。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团队先后

破解诸多技术难题，实现从基础机理到核心元部件再到系统集成全创新链自主可控，由此确保风云四号的两只“超级慧

眼”——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和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打上了纯正的“中华牌”标签。
这两大红外光学载荷成功抢占了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研发国际竞争制高点，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时效对地

三维探测，对提高我国气象卫星全球观测能力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次，GIIRS在诸多台风监测和预报过程中不负众望，成为我国气象预报的“独门秘笈”之一。中国气象局评估认

为：加密观测为精准预报台风的风雨影响提供了重要定量预报产品支撑，最终成功提高了目标区域内的预报效果。

首次实践交互式“观测一预报”模式

作为全球首台静止轨道上具有垂直探测能力的载荷，GIIRS可以实现30分钟一次区域大气温湿度三维探测，这使

得风云四号具备了高频次大气快速探测能力，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交互式“观测一预报”模式本来只是国际观测系统研究与可预报性试验科学计划提出的设想，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而GIIRS与首次投入业务使用的GRAPES成功“合作”，首次将它实现了——GRAPES通过精确计算，推断出高影
响天气预报的敏感区，GIIRS则将敏感区作为目标，开展加密观测，并将观测资料及时回传，实时进入四维变分同化预

报系统。GRAPES再通过数据迭代得出下一次的敏感区，告知风云四号，直至该灾害性天气结束。

在对台风“安比”的监测中，GIIRS与GRAPES数值预报系统协同工作，仪器所获取的数据一分钟内即进入地面

数值预报同化系统，为精确预报台风“安比”的风雨影响提供了关键的定量预报产品支撑，有效地提高了目标区域内的预

报效果，被验证为有“正效应”。
来源：《文汇报静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13日

空间先导二期启动五年将发4颗科学卫星
据www．sciencenet．cn网站报道，2018年7月4日，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正

式启动。同时，爱因斯坦探针(EP)和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卫星工程项目正式启动。

“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介绍，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部

署了未来五年内将发射的四项科学卫星工程任务，四颗科学卫星将于2022年前后发射。

王赤表示，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一期取得重大科学成果后，专项二期瞄准宇宙和生命起源与演化、太阳系与人类的

关系两大科学前沿，在时域天文学、太阳磁场与爆发的关系、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规律、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等方向开展

卫星研制，包括爱因斯坦探针(EP)、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

以及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GECAM)。

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还部署了若干背景型号，比如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此外，相

较于一期，专项二期新增了任务概念研究、．科学卫星任务规划与数据分析项目。任务概念研究，将聚焦原创科学思想，

面向全国征集，为专项的发展提供源动力。科学卫星任务规划与数据分析项目，将支持首席科学家领导的核心科学团队

开展任务设计及数据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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