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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布局构建风云五号第三代
极轨卫星观测体系

“当前，我们正对风云五号卫星的设计、布局进行论证工作，构建晨昏、上午和下午三星组网的第三代极轨气象卫星

观测体系，实现主动和被动结合的高精度全球三维大气垂直立体探测。”11月15日，在首届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大会

间隙，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极轨卫星地面系统应用总指挥张鹏透露。张鹏介绍，在此次会议前夕，他们特别

邀请国际气象卫星资深专家从国际气象卫星发展前沿出发，就风云五号的设计理念和规划布局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形成

了9点行动方案，确保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在概念设计阶段同国内应用、服务国际社会及“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

服务”理念接轨。

目前，中国已成功发射17颗风云气象卫星，其中7颗在轨稳定运行。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一带一路”上又一张

“中国名片”，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和遥感应用服务，在搭建国际用户应急保障机制、开展多层次科技

人才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预计到2020年用户对气象卫星数据的需求将急剧增长，气象卫星应用的深度

和广度将显著增加，迫切需要卫星观测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时空覆盖、更好的数据质量和稳定性以及新的观测变量。

根据风云卫星2011至2020年发展规划和国家空间基础设施2025年规划，至2025年我们还有已规划的9颗卫

星后续陆续发射。“这些卫星将确保风云卫星持续稳定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到2030年，从2030年开始我国将研制新一代

的极轨卫星风云五号和新一代的静止卫星风云六号，为国民经济建议、气象防灾减灾、建设美丽家园、服务国际社会提

供更为强大的全球气象观测信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说。

杨军指出，作为未来接替风云三号卫星的低轨气象卫星，风云五号卫星系列包括综合观测卫星、专用观测卫星和应

急极端天气监测星座群等。其中，综合观测卫星对气象、气候重点关注的大气温、湿、压、风、云、成份、空间天气等全

要素进行综合观测；专用观测卫星对单一要素采用综合手段进行高精度探测，围绕降水、风、云、成分等中的某单一要

素采用多种观测手段进行高精度探测；应急极端天气监测星座群针对突发灾害、极端天气高时效观测。

杨军表示，预计到2035年，风云五号卫星系列将全面替代和扩展目前在役的风云三号卫星系列，形成由“晨昏星

+上午星+下午星”组网运行的综合观测卫星和由降水测量卫星等组成的专业测量卫星，并辅以应急极端天气卫星星

座等，形成全要素、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新型低轨气象卫星体系。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16日

中国规划发射更多科学卫星
据www．xinhuanet．com网站报道，中国将在2023年前再开展4次科学卫星发射，并已遴选出为未来5到

10年工程立项的5个科学卫星背景型号项目。在近日于厦门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主任王赤介绍，在“悟空”“墨子”“慧眼”和实践十号等科学卫星相继取得重大科学成果和社会影响后，中国

科学院已启动“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2019年8月31日，专项二期首发星——微重力技术试验卫

星“太极一号”成功发射，这也是中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

据王赤介绍，二期专项还部署了4项科学卫星工程任务，其中由双星组成的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

(GECAM)，将全天监测引力波事件的高能电磁对应体和快速射电暴可能的高能辐射，破解宇宙致密天体剧烈并合之

谜；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0一S)，是中国首颗空间太阳专用观测卫星；爱因斯坦探针(EP)将在软X射线波段对宇

宙天体开展高灵敏度实时动态巡天监测，探索和发现宇宙高能暂现和爆发天体、沉寂黑洞、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由中欧

科学家联合研制的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首次实现对地球磁层的全景X射线成像和高精度的

日侧极光探测，探索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规律。

据介绍，专项部署了5个空间科学背景型号项目，即从已完成概念研究的空间科学卫星任务中遴选出、初步具备下

一个五年计划发射技术可行性的卫星任务，包括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eXTP)、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

计划、中高轨量子卫星、超长波天文观测阵列以及小天体采样返回计划。

王赤说，远期展望，正在推动的中国“空间科学2035”计划将围绕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太阳系与人类的关

系两大主题，在极端条件下的物理规律、空间引力波探测、暗物质离子的物理特性、日地系统全景观测、系外行星的生

命宜居性等领域寻求创新突破。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吴季说，在空间科学领域，中国还是后来者。近年来发射的“悟空”“墨子”“慧眼”和实

践十号开启了中国空间科学的新时代。

“比起拥有几百颗科学卫星的美国、几十颗科学卫星的欧空局、近20颗科学卫星的日本，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的数

量还不多，但是每一颗质量都很高。相信中国会逐渐走到世界空间科学的中央。”吴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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