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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E星
2021年7月5日7时28分，金色巨焰腾起，风云三号E星搭乘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这颗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气象卫星将与在轨的风云三号C星和D星组网运行，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唯一同时拥有

晨昏、上午、下午三条轨道气象卫星组网观测能力的国家。

“E星将补上全球数值天气预报观测资料的嘬后一块拼图’。”中国气象局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杨军说，上
午、下午和晨昏卫星三星组网后，每6小时可为数值预报提供一次完整全球覆盖资料，能有效提高和改进全球数值天气预

报的精度和时效。专家预测，这可能使南北半球预报精度提高2％至3％，洲际尺度的区域预报精度提高2％至10％。

此外，同上午卫星和下午卫星相比，晨昏轨道卫星观测时太阳高度角低，地形和云顶高度的几何特征更为明显。

作为一颗“创新星”，风云三号E星有效载荷多、活动部件多、定量化要求高⋯”在技术上实现多个“首次”。风云

三号E星总设计师王金华介绍说：“E星装载的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新增大幅宽、高灵敏微光成像通道，动态范围达到7

个数量级，是我国最先进的定量化全球微光探测仪器，在轨应用后可实现大气、陆地、海洋参量的高精度定量反演，大

幅提高监测精度。”

此次E星搭载国内首个双频双极化风场测量雷达，可获取全球海洋表面风速、风向等风场信息，并实现对海面风场

高精度、大动态、高分辨率测量，也可测量海冰、土壤湿度、植被等地表物理特性。同时，E星还在国内首次实现全能谱

太阳观测，通过3台不同载荷分别从光谱、成像、辐射总量等侧面对太阳进行全方位同步观测，将为科学家理解地球气

候和天气变化原因提供更加全面的资料。组网观测后，包含E星在内的风云三号卫星可用于开展大范围植被、陆表温度

等参数定量反演以及水体、积雪、热异常点等地物目标识别工作，为干旱、洪涝、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与应急监测

提供数据支撑。 来源：www．xinhuanet．com网站 发布时间：2021年7月5日

风云四号B星成功获取首批
高精度图像和数据

2021年7月1日，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B星成功获取首批高精度高时效可见光观测图像。这批

图像可直观显示对流云团的精细化结构，时空分辨率分别从5 min、500 m提高到1 min、250 m，提升了中小尺度

云团连续快速监测能力，对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特别是突发性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风云四号B星于2021年6月3日成功发射，是我国第二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首发业务星，主要应用于天气分析

和预报、环境和灾害监测等领域，目前正处于在轨测试中。

在此次获取的全圆盘卫星云图上，天山的积雪、青藏高原的湖泊、河套区域的地表纹理、东北华北区域的对流云团、

南北半球高纬度区域的涡旋云系等清晰可见。在1 min、250 m分辨率的全色波段图像产品和500 m分辨率真彩色合

成图的图像和动画产品上，对流云团的精细化结构和发展演变过程清晰、直观。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产品生成技术应用

机器学习，实现了真彩色的大气订正。

该卫星所搭载的快速成像仪是世界首台昼夜高频次成像仪器，可提供2000 km×2000 km区域的1 min间隔多谱

段连续观测，对台风、暴雨和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监测更加灵活、精密。先进的静止轨道辐射成像仪新增低层水汽成像

功能，增强了对地表和云的定量观测能力。静止轨道辐射成像仪和快速成像仪相互协同配合，既保证了静止轨道大气遥

感所需的多光谱功效，也具备了高时空分辨率的观测能力。

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唐世浩表示，风云四号B星让人们第一次可以用肉眼清晰地看到分钟级的“风

起云涌”变化过程，也实现了“哪里有灾害迅速看哪里”的愿望。此外，B星产品种类显著增加，可为气象预报预测、防

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台风、洪涝、干旱等重大灾害监测预警提供观测支撑。

风云四号B星发射后定点于东经123．5。，与风云四号A星携手，观测范围西达印度洋，东逾太平洋国际日界线，

不仅完全覆盖我国国土，且涵盖西北太平洋、大洋洲等更广阔区域。对台风预报而言，其不仅可为监测西太平洋和南海

海域的台风位置、强度和路径等提供更佳视角，也将为“一带一路”气象服务提供有力支撑。未来，这两颗卫星的图像产

品将进行融合，向公众和应用部门提供无缝隙大范围的连续观测图像。

风云四号静止气象卫星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陆风表示，为保证卫星观测和数据的长期稳定性，风云四号B星

的使用寿命为7年。地面应用系统建设全新核心业务系统，以充分发挥卫星效益。风云四号B星的单日数据处理量约为

风云四号A星的1．2倍，数据日服务能力提升50％。

下一步，风云四号B星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在轨测试，边测试边应用，分期分批发布产品。风云四号B星也将与A

星形成组网优势，在重点区域、重要天气过程监测上强强联合，提供更丰富的观测产品。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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