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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风云气象卫星正式业务运行
2022年12月1日，经过6个月的业务试运行和今年汛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实战”考验，风云三号E

星、风云四号B星及其地面应用系统正式业务运行。作为全球观测业务序列中的成员，“黎明星”风云三号E星为全球

数值天气预报服务加开“早班车”，风云四号B星充分发挥快速成像仪所具备的分钟级250 m分辨率区域成像“鹰眼”

作用，两颗卫星高效支撑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应急减灾。

这是继2018年5月1日我国第二代地球静止轨道定量遥感气象卫星试验星风云四号A星业务运行后，风云气象

卫星业务运行大家族的再一次壮大。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劲松介绍，两颗卫星在“实习期”表现出色，如今“转正”，

在我国气象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业务卫星，风云三号E星填补全球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晨昏时段卫星资料观测空白。

在“梅花⋯‘马鞍”等台风影响期间，利用该星搭载仪器开展数值预报同化应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星改善了各层次尤其

是中高层重力位势高度场、温度场和风场的预报偏差，使得观测预报互动进一步加强，提高了路径预报准确度。该星资

料同化还提高了定量降雨的预报评分，增强了数值预报系统对降水的预报能力。

风云四号B星是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首发业务星。在试运行期间，该星共启动22次加密观测，其快速

成像仪机动观测能力在华北区域降水、青海强对流、东北冷涡、台风应急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8月8日，来自

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紧盯台风“木兰”的前身——南海低压。一场台风加密
观测试验就此展开，通过利用风云四号B星、机载下投探空仪和探空气球，最终得出的试验结论与8月9日全国天气

会商给出的预报结论相符，智能加密目标观测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得到验证。

在试运行期间，风云三号E星通过数据分发向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每日推送约650 GB数据，持续为国内外用户提

供数据服务；风云四号B星通过“天擎”提供了包含90种产品的共享服务，并通过网站对外发布37种产品。正式业

务运行后，风云三号E星将与风云三号C星和D星实现三星组网，每6小时为数值预报模式提供一次完整覆盖全球的

观测资料，提高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风云四号B星将与风云四号A星实现双星组网，进一步满足我国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气象监测预报、应急减灾的需求。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发射两代4型19颗风云气象

卫星，其中7颗业务在轨运行，正持续为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2年12月02日

中国已启动风云五号低轨气象卫星预研工作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开幕在即。记者7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面向气象高质量发

展要求，中国已启动第三代风云低轨气象卫星——风云五号的预研工作，目前正在开展新一代卫星技术攻关。中国航展
将于11月8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目前布展工作已接近尾声。记者7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卫星展区

注意到，风云五号卫星的1：4等比模型惊艳亮相。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是世界气象卫星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等作出了重要

贡献。经过50余年发展，中国已成功发射风云一号至风云四号两代四型共计19颗风云卫星，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

到有、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历史跨越。作为中国第三代低轨气象卫星系统中的低轨气象卫星综合观测系统，风

云五号卫星将在风云三号卫星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对大气温湿廓线、降水、风场、云和辐射、气溶胶和大气成分等探测

的精度和稳定性，满足气候观测的高精度要求，同时提高对气象及其衍生灾害的应急监测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了解到，风云五号卫星由太阳同步上午轨道、下午轨道、晨昏轨道以及低倾角轨道卫星组成，采用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全新研发的新一代低轨大型遥感卫星平台，配置多功能可见红外多光谱成像仪、红外甚高光谱大气探测仪、

精细谱微波探测仪、高精度一体化微波成像仪等基础载荷，以及激光测云雷达、亚毫米波冰云成像仪等新型载荷，通过

主被动联合探测，进一步提高气象要素观测时间、空间分辨率和探测精度，填补三维风场等要素探测空白，实现空间、

时间、圈层一体的全球、全天候、全天时、精细化气象气候监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509所副所长王伟表示，风云五号卫星将突破大承载、高稳定、长寿命、网络化平台技术，

高精度、高分辨率、长期稳定的新型有效载荷技术以及高时效、大数据、智能化的地面应用技术，结合高轨气象卫星系

统，将形成完整的气象卫星体系，通过体系内卫星互联、互通、互动，实现单星观测向卫星网络化、体系化综合观测发

展，满足全球资料高时效获取、气象应急产品实时生成及广播分发的需求。王伟指出，面向未来，中国的气象卫星事业

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为目标，充分发挥风云卫星作为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推动卫星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www．chinanews．com网站 发布时间：2022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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