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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G星
2023年4月16日9时36分，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三号G星，搭乘长征四号乙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是继美国、日本联合发射专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国际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

量卫星，全球降水测量卫星家族首添“中国造”。自此，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和倾斜四条近

地轨道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

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表示，风云三号G星是第20颗风云气象卫星，它的成功发射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低轨气象卫星星座组网布局，有助于发挥我国低轨气象卫星观测网的整体优势，将显著改善全球暴雨等灾害早期预警能

力。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正持续为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这颗卫星

有何亮点和特点?将对全球气象观测和服务产生什么影响?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三号极轨卫星地面系统总指

挥张鹏和风云三号G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谷松岩接受了采访，详细解读风云三号G星技术特性、功能及创新突破。

国内首颗、世界第三颗降水测量气象卫星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系列卫星大部分属于近极地太阳同步轨道

卫星，分布在离地球800多公里的太空中。而风云三号G星的轨道高度在407公里，属于非太阳同步倾斜轨道，且不

经过极地，外观也与其他风云三号卫星不同。“特殊轨道、特殊外观取决于它特殊的使命——解决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系统

强降水监测问题，为世界提供全球中低纬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因此我们也称它为‘降水星’。”张鹏说。

据介绍，降水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灾害频发，对降水系统瞬时结构和全球分布特征

的认识成为人们防灾减灾、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建成比较完备的地面监测网，其中地面降水雷

达在监测降水三维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在广袤海域或地形复杂等地区存在监测盲区。而卫星在监测这些区域

方面具有特殊优势，那么如何将降水雷达搬到卫星上，实现强强联合?张鹏表示，研制风云三号G星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太空中实现对降水结构的三维滴谱探测，地空天协同，解决地面降水监测盲区的问题。

风云三号G星上配置有双频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全球导航卫星掩星探测仪4个业务

载荷和高精度定标器、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两个试验载荷。通过主动降水雷达、微波降水遥感和红外降水估计，可

以提供降水结构的三维立体监测信息，这对于我国强降水监测预报预警、降水机理研究和支撑人工影响天气业务开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张鹏表示，风云三号G星是中国发射的国内首颗、国际第三颗降水测量气象卫星，它将进一步发挥低轨气象

卫星完备观测网的整体优势，在气象灾害监测领域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风云方案。

十余年磨砺，实现多项国内首次

时间回拨至十七年前，2006年，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的首发星风云三号A星正处于后期工程研制阶段，发射指日

可待。当时气象卫星科技工作者就已在谋划：“实现升级换代后，未来极轨卫星的技术攻关将指向何方?”彼时，利用气

象卫星对地面降水进行主动立体监测是气象业务中的迫切需求，但这对航天工业研制要求非常高，难题摆在了气象和航

天工作者面前。“最终，在大气科学发展需求、气象业务发展需求和航天科技进步需求等三方需求牵引下，我们共同确定

了风云三号降水星的研制任务。”张鹏说。

锁定目标后，承担这一重大工程任务的气象和航天工作者便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推动。2010年，突破卫星载荷原

理样机技术；2014年，完成卫星使用要求确定；2015年，研制方案通过专家评审，随后降水星正式纳入风云三号工程建

设；2018年，天地一体化5大系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就在上个月，我们完成了卫星发射前整个地面系统的联调联

试工作，这标志着地面系统准备好，具备了接收处理降水星资料的能力。”谷松岩说。

如今，位于非太阳同步轨道上的风云三号G星，在407公里的太空中自由翱翔，两个太阳能板如同它的翅膀，使其

能游刃有余地持续获取太阳能量。谷松岩表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只有一个太阳能板，因为它与太阳的夹角始终不变，

因此可以持续获取太阳能量。而降水星与太阳的夹角是变化的，当太阳能板与太阳间的夹角小于某个角度时，它就不能

获取足够能量，需要通过掉头利用另一侧的太阳能板继续获取太阳能量。而此前，如何解决卫星跟踪太阳方向的问题让

研制人员很是头疼，如今已全部在降水星上彻底解决。

国内首次实现星载主被动微波联合测量降水系统三维结构、首次实现星载被动微波辐射计成像和探测一体化设计、

首次生成风云三号被动微波多星融合综合数据集⋯一项项技术突破的背后，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工业研制能力稳步提升
的写照。今年8月，我国还将发射风云三号F星，后续风云三号H星、I星、J星也在紧锣密鼓布置中。预计到2026

年前后，风云三号将形成由两颗降水星(风三G星和I星)和5颗业务极轨气象卫星(风三D星、E星、F星、H星、J

星)组成的星座体系，届时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将形成星座体系下主被动微波联合探测降水业务能力。张鹏说：“我们不光

要用好现在的卫星，同时还要规划好未来一代卫星，真正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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