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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助力国际防灾减灾
终于送走了“史上最热的夏天”，但闷热高湿的天气在很多地方依然不肯谢幕。这警示人们，全球气候变暖及其造

成的危害不是不确定的未来，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在一些地区遭受闷热高湿困扰的时候，中国东部沿海遭遇超强台风

“利奇马”的袭击。风云气象卫星时刻密切关注其动向，为防灾减灾提供了强大的天基信息支持。同时，中央气象台向

国际社会全面开放气象卫星云图和相关数据，为西太平洋区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跟踪防范“利奇马”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织就一张对地观测的卫星天网，不仅大幅提高了自身防灾减灾能力，而且通过相关机制，积极

参与国际合作。中国卫星为国际防灾减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卓越贡献。7月中旬，应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

组织紧急事务官的数据请求，中国调动高分一号、二号、三号等遥感卫星对印度洪涝灾害区域进行多次成像工作，同时

安排专人查询历史存档数据，及时将相关数据提供给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为印度洪灾监测提供空间技术支持，受到国际

社会的高度评价。

观灾情高分卫星明察秋毫

在抗击印度洪灾中大显身手的高分卫星是中国对地观测的核心太空力量，也是投入国际救援的主要卫星系列，这是

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积近10年之功，着力打造的星座系统。

高分专项工程即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工程，是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10年，该专项被批准启动实施。2013年4月，高分一号首发星成功发射并精准入

轨，该星突破了多光谱与宽覆盖相结合的光学遥感等多项关键技术，在分辨率和幅宽的综合指标上达到了当时国内外民

用光学遥感卫星的领先水平。它的发射也拉开了中国高分卫星星座建设的序幕。2018年7月底，高分十一号卫星发射入

轨。2019年3月，高分五号和六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中国基本建成了由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卫星、合成孑L径雷达卫星、

高光谱分辨率成像卫星等功能各异的业务卫星组成的星座系统。根据规划，2019年底，中国将再发射一颗高分卫星，全

部完成天基系统的建设任务，然后把高分专项的工作重点转向应用体系建设方面。

作为中国着力打造的一项重要空间基础设施，高分卫星不仅服务中国自身，而且向世界各国开放数据，助力国际防

灾减灾事业。2015年1月，斯里兰卡遭遇洪灾，有关方面启动应急机制，编制高分一号卫星观测计划，及时对斯里兰卡

受灾地区进行成像，为救灾工作提供支撑。2016年4月，厄瓜多尔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中方应厄方请求，紧急调动高分

二号卫星对受灾地区进行观测，并向其提供了大批影像图。

追台风风云卫星见微知著

极端天气造成的气象灾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威胁，中国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饱受各类气象灾害之苦。为了提高

气象预报能力，中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先进的气象卫星星座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启动了极轨气象

卫星项目，被命名为“风云”。

1988年9月，风云一号A星发射升空，中国正式开始了“风云”建设。虽然历经曲折，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

成功实现了风云一号C星、D星，风云二号诸星发射入轨和运行服役。2008年5月，“风云”升级到“三号”，之后实现

了4颗星组网运行，显著提高效率，天气预报更新时间大幅缩短。

2016年12月，中国风云四号A星发射，性能指标成倍提升，其中，观测效率比“前辈”提升了20倍，观测数据

量增加了160倍。不仅如此，该星还首次实现成像观测和红外高光谱大气垂直探测兼备，使中国气象卫星技术大步跨到

世界最前沿。

根据计划，到2025年前，中国将发射3颗高轨、6颗低轨风云卫星。之后，风云五号及测云专用星等将列入发展

日程。中国“风云”系统将逐步完备。

风云卫星属于中国，但服务世界，造福于各国防灾减灾事业。今年4月，风云卫星监测到热带气旋“肯尼斯”在西

南印度洋生成并预计到其登陆具体时间和位置，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向莫桑比克气象局通报了卫星监测情况，提供了

风云卫星监测产品，并建议莫方使用风云卫星天气应用平台，协助莫方做好各项监测预警服务工作，为该国防灾减灾提

供了气象技术支持。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台风监测预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肯尼斯”之外，还有横扫菲律宾吕宋岛

的超强台风“山竹”、登陆日本宫古岛的超强台风“玛丽亚”等。

去年4月，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FY—ESM)发布。这意味着，一旦遭受台风、暴雨、强对

流、沙尘暴等灾害，FY—ESM用户国家可第一时间获得风云卫星高频次云图及相关定量产品。今年3月到4月，伊朗罕

见暴雨引发严重洪水，中国气象局就针对天气系统及洪水情况，第一时间为其提供风云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分析产品。目

前，共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风云卫星数据，约20个国家通过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实时接收风云卫星数据，约

30个国家建成风云卫星数据接收站，20多个国家注册成为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用户。同时，

中国还接受请求，将风云二号H星定点位置西移，以更好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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