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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七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020年8月20日，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高分七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我国首

颗民用亚米级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该星的投入使用标志着高分专项打造的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精度

观测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初步形成，将进一步满足用户在基础测绘、全球地理信息保障、城乡建设监测评价、农业调查

统计等方面的数据需求。

高分七号卫星于2019年11月3日成功发射，卫星搭载了双线阵立体相机、激光测高仪等有效载荷，突破了亚米

级立体测绘相机技术，能够获取高空间分辨率光学立体观测数据和高精度激光测高数据。该工程是全球首个采用两线阵

+激光测高体制实现1：10000立体测图的卫星工程，大幅提升了我国卫星对地观测与立体测绘的水平。该卫星不仅可以

满足国内用户的有关数据需求，还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有力的空间信息支撑，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

国航天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分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所确定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2010年批准启动

实施以来，已成功发射多颗高分卫星。高分数据在20余个行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得到了广泛应用。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后，高分二号卫星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施工过程中拍摄了一系列遥感影像，为施工进度监测提

供了有力支撑；进入汛期以来，高分三号卫星对鄱阳湖区进行了跟踪拍摄，全天候捕捉、分析洪灾数据，极大地提升了

该地区抗洪救灾能力；在精准扶贫方面，我国以高分遥感数据为支撑，精准调查甘肃省陇南市生态环境资源本底，分析

区域贫困特征及成因，对增强贫困片区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年，有境外反华分子在社交账号上宣

称中国的“三峡大坝已经变形”，对此高分六号拍摄了三峡大坝卫星图像，直接有力地反击了不实谣言。高分系列卫星的

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各部门重要的数据和技术支撑。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问：2020年08月20日

风云四号B卫星完成研制明年择机发射
据www．cctv．COIn网站报道，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了解到，除了目前已经在轨道上运行的7颗风云卫星，我

国还将在明年择机发射风云四号B星。届时我国风云卫星家族将又添一员，进一步提升我国天气预报的能力。

风云四号B星是风云四号静止气象卫星系列的第二颗卫星。作为一颗能力更强的卫星，风云四号B星携带了一个

快速成像仪，可以提供优于1 min间隔的区域高分辨率昼夜连续监测，这将在短时的天气预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风云四号总设计师董瑶海表示，风云四号B星是风云四号A星的升级版，增加了一台快速成像

仪，可以更快速地对地球进行扫描成像。同时风云四号B星的测量精度更高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气象预报。风云四号

B星入轨以后能提供250 m分辨率的测量，比风云四号A星提高了一倍；同时能提供0．05 K的测量灵敏度，比风云

四号A星也提高了一倍。

此外，风云四号B星上还搭载了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以及空间环境仪器包等设备。

我国首台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研制成功
记者8月23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近代物理系“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坚课题组经过

两年的攻关，攻克了红外观测微弱信号检测、高增益灵敏放大、暗流及背景噪声抑制、高真空低温封装、高精度数字锁

相放大等关键技术，成功地研制出红外光谱扫描的天光背景测量装置。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该领域知名期刊((JATIS}

上，同时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

红外观测是天文研究的重要手段。长久以来，受限于优良台址和探测器的缺乏，我国红外天文研究发展严重落后。

随着我国天文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中国天文界拥有红外天文观测能力的愿望也更加迫切。近期我国多项大型光学红外

天文观测设备项目获得天文界支持。为了保证这些大型设备建设成功后，能顺利高效地开展红外观测仪器的研制和红外

天文观测研究，必须对相关候选站址进行红外天光背景的测量。在红外波段的天光背景辐射强度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红外

望远镜及其他观测设备的一些重要性能，如巡天深度、能够观测的极限星等、天文成像系统曝光时间等。

2．5—5¨m是热红外波段的开始，是地面观测的重要窗口所在区域。由于天光背景强度极其微弱，探测器输出信号

低于nA量级，研究团队采用锁相放大技术成功提取出淹没在噪声中的信号；为了降低探测器暗电流的影响，探测器制

冷到150℃以下；为了克服由于仪器带来的背景热噪声，进行了适应低温的斩波器和光学设计。为了克服地面大气的

吸收效应，地基红外望远镜只能从若干大气窗口进行观测。研究团队根据探测器在2．5—5 pm波段上高响应的性能，利

用线性可变滤波片在此波段线性可变的特点，研制出了此波段上连续扫描观测的红外天光背景测量仪。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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