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卫星 !"##$! 퓚拉丁语中是 "췁地 # 的意思 $ %"##&

卫星是 '()( %地球观测系统 &*+)'# 볆划中的第一星 ! 发射于

,--- 年 ,. 퓂 ,/ 죕( 它携带了五种传感器 ! 能同时采集地球大气 )

陆地) 海洋等信息! 뛔地球表面和大气参数作长期监测(

!"##& 的轨道基本上是和地球的自转方向相垂直! 쯹以它的图像

可以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地球总图像(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有助于科

学家认识全球气候变化的起因和发展! 了解地球气候和环境的整体

作用(

%&'% 卫星 (01$! 퓚拉丁语中是 "水* 的意思$ (01$ 卫星承

担了收集大量关于地球水循环信息的任务! 包括海洋海水蒸发) 大气

中的水蒸气) 云层) 降水) 췁壤水分) 海冰) 陆冰! 以及陆地上的积

雪和冰的各种数据和信息(

(01$ 卫星的测量数据还包括辐射能通量) 气溶胶) 뢲盖陆地的植

被) 뢡游植物和海洋中的溶解有机物! 以及空气) 췁地和水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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ퟝ观全球风云变幻
+++럧云三号 ( 星入轨运行十年! 쿈进载荷技术

助力气象卫星事业跨代发展

在承担研制风云三号卫星有效

载荷过程中 ! 技物所团队瞄准当时

欧洲正在研制的 !"#$% 卫星 " 美国

开展研发的 &%$"'' 卫星以及即将

研制的 &%% 极轨气象卫星的有效载

荷技术 ! 춻破多项技术难题 ! 实现

了所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 力争

实现中国 空 间 技 术 从 #룺 跑 $ 到

#并跑 $ 的跨越 %

在旷日持久的技术攻关中! 为了

赶上国际最高技术水准! 每个技术方案

被推翻三四次是常事! 짵至整套设计方

案被推倒重来& 폈其当技术上有较大创

新之后! 就意味着需要做更多试验来验

证产品上天之后的可靠性&

在风云三号 ( 星的基础上! 技物

所研制的多台有效载荷在 )' *" + 星

上持续运行& 升空半年有余的风云三

号 + 星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 已开始

源源不断回传高质量数据& ,- 高清真

彩色地球影像! 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

地球& 相机空间分辨率 ./0 米! 럹宽

超过 1,00 公里 ! 每天都能将全球

(扫$ 两遍&

风云三号载荷技术相关成果先后

获得两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项

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023 年中国

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同时也支撑了

风云三号 4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研发团队目前正在开展风云三号

05 批卫星的有效载荷研制工作 ! 目

标依旧是力争做该领域的世界翘楚 &

这给团队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

是团队坚持 .0 年的理由 ! 更是吸引

诸多年轻人投身这项科学事业的重要

原因&

&ퟷ者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四台

有效载荷均为风云三号卫星业务运行

所需! 돽十通道扫描辐射计尚有风云

一号经验可供借鉴和部分继承外! 其

余三台光学遥感仪器均为我国首次研

制! 技术指标已部分超出当时运行的

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十通道扫描辐射计作为卫星业务

应用连续观测的有效载荷基本配置 !

主要任务是获取共十个波段的地球二

维景像信息 ! 以一公里级分辨率发

送' 处理并作全球图像记录&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的主要任务

是对地球的海洋' 陆地' 大气进行全

球动态监测! 提高中国天气预报' 气

候变化研究和地球环境监测能力& 作

为风云系列卫星中的新载荷! 쯼具有

新技术多' 功能多' 뷡构复杂' 性能

指标要求高等特点! 研制难度相当大!

相关技术积累和储备长达数十年&

红外分光计的主要任务是探测大

气温度' 湿度轮廓线' 돴氧总含量' 云

参数和气溶胶等! 为数值天气预报' 气

候变化研究和环境监测提供重要参数&

地球辐射探测仪承担探测地气系

统的长波辐射及地气系统反射的太阳

辐射! 为中长期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精

确辐射信息的任务&

经过十年的在轨运行 ! 风云三

号 ( 星目前工作在晨昏轨道 ! 技物

所研制的成像载荷均随卫星正常运

行! 红外地平仪工作正常! 为提高气

象预报精度和防灾减灾 ' 놣证卫星

的连续稳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벸台载荷在轨

工作以来 ! 获得了大量的对地成像 '

探测遥感数据! 由地面应用系统处理

生成了多项遥感业务产品! 直接应用

于全球及中国地区重要天气 ' 环境

事件 ! 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卫星

遥感监测和分析 &

作为我国第二代极

轨气象卫星的首发星 !

风云三号!星自 "##$年

%퓂 "&日入轨工作! 훁今

运行满十年 ! 已被世界

气象卫星协调组织列入

新一代世界极轨气象卫

星观测网"

!뚡雷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是为满足中国

天气预报' 气候预测和环境监测等方

面迫切需求而建设的新一代极轨气象

卫星& 2667 年! (新一代极轨气象卫

星 $ 列入航天技术 (뻅五 $ 规划 &

8900 年 22 퓂 ! 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

风云三号的目标是获取地球大气

环境的三维' 全球' 全天候' 多光谱'

定量 ' 高精度资料 ! 쯼的升空入轨 !

标志着我国极轨气象卫星和气象卫星

事业成功地实现了技术换代! 实现了

新的跨越发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围绕我国大气探测战略需求 ! 瞄

准国际上空间遥感技术竞争的制高

点 ! 为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研发了

自主可控的气象探测光学主载荷 )

扫描辐射计 ' 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 '

红外分光计及地球辐射探测仪 ! 以

及红外地平仪 &

载荷具备单轨覆盖 :000 公里' 多

光谱' 三维垂直探测' 定量遥感探测

等功能! 为卫星获取全球资料和进行

多种要素综合探测提供了技术升级路

径! 支撑我国气象卫星实现了从单一

遥感成像到地球环境综合探测' 从公

里级分辨率到百米级分辨率的跨越 &

럧云三号( 星回传的第一幅可

见光图像

继承超越比肩欧美

探索创新永无止境

或许! 我们在有生之年无法造访太空! 떫现在可以通过卫星搜集的影像来俯视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美国航空航天局 #'!(!$ 分别于 )*** 年和 "+#" 年发射了 ,-..! 和 !/0! 卫

星! 用来遥测地球环境% 近日! '!(! 뻶定将这两颗卫星搭载的高功能观测设备从

初次运行到如今获得的近 "+ 年地球影像资料全部公开! 公众可在个人电脑上方便

地浏览和探索地球的沧桑巨变"

뷨你一双太空眼!뒩越地球 年

!폮辰 编译

夏威夷火山裂缝
见证 "ퟮ年轻#

夏威夷岛基拉韦厄火山爆发在火

山东部裂谷带产生了一系列气体和熔

岩向外渗出的裂缝 ! 这些裂缝和高浓

度的二氧化硫导致了该地区大规模的

人员疏散&

图一是 #;<<= 卫星上先进的太空热

发射和反射辐射计 *4'#">+ 拍摄的图

像! 늶捉到了这些新出现的裂缝%

基拉韦厄火山是位于夏威夷岛最东

南的最年轻火山! 自 26,5年以来! 东裂

谷地区的喷发活动一直持续不断! 基拉

韦厄火山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火

山之一%

쮹瓦尔巴群岛
消失的海冰

.92? 年 5 퓂 27 日 ! 4@A= 卫星上

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B'+ 为

北极中部地区拍摄了第一张 (可视 $

卫星图像 % 图二呈现的就是这一天位

于该地区斯瓦尔巴群岛北部的 (真实

色彩 $%

研究人员通过卫星图像对斯瓦尔

巴群岛的海冰状况进行了观察和估

量 ! 发现海冰在逐年减少 % 他们推

测 ! 뢥拉姆海峡 ' 巴伦支海和格陵兰

海等地区的高温和强风对海冰消失有

潜在影响 % 从这张卫星照片也可以看

出 ! 该地区上空强劲的海风 %

뫩水连着大火
席卷奥卡万戈三角洲

非洲中南部国家博茨瓦纳北部的奥

卡万戈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三角

洲之一! 以每年发生在 8 퓂至 C 퓂间的

洪水而闻名于世! 벾节性降雨带来的洪

水覆盖了约 8 万平方公里的湿地 % 떫

是! 就像洪水灾害经常肆虐喀拉哈里沙

漠的这一地区一样! 大火也经常无情地

吞噬着这片地区%

图三是今年 7 퓂 8, 日至 C 퓂 85 日

期间 (@A= 和 #;<<= 卫星上的中分辨率

成像光谱仪 *!$+B'+ 获得的奥卡万戈

三角洲地区动态图像中的两张%

这组动态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大火

向东南方向缓慢移动! 쇴下一道深棕色

的燃烧痕迹%

通过研究这些照片 ! 博茨瓦纳奥

卡万戈研究所的湿地生态学家迈克尔,

哈德森发现了一个意外规律 ! 쓇就是

在洪水泛滥平原上 ! 发生火灾的可能

性更大%

之前也有研究表明 ! 火灾会通过

改变泛滥平原的水质 ! 破坏水生

动物幼体的栖息环境 ! 对当地生

态系统产生影响 %

쯤然洪水泛滥会产生更多燃

烧所需的燃料 ! 떫大火终究还是

人为原因导致的% (벸乎所有的

火灾都是人为造成的 % 샽如 ! 人

们经常在植被茂盛的地方点火 !

而这些地方很容易发生火灾 % $

哈德森说 ) (随着人类在三角

洲 地 区 的 生 态 足 迹 不 断 增 多 !

发生火灾的范围和频率可能还

会增加 % $

뫬海上奇特的
波浪形沙尘暴

红海上空的沙尘暴并不罕见 ! 每

年夏天 ! 风都会将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尘

刮起 带 到 红 海 % 떫 请 注 意 观 察 图

四---892, 年 ? 퓂 22日 (@A= 卫星拍

摄的吹过红海海面的沙尘暴 ! 呈现出

一种奇特的波浪形状 %

气象分析局的气象学家利,쏉查克

注意到这一奇特的模式后认为! 这很可

能是与大气中的重力波有关! 是由风切

变造成的%

쯽说) (在这种情况下! 来自沙漠

含有大量尘埃的热空气在刮到海洋上空

时速度变慢! 上层空气的移动速度比温

度较低' 密度较大的底层空气更快! 뷡

果导致海洋上空的沙尘暴像波浪一样!

就像风导致海水形成波浪一样%$

룧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航空航天局戈

达德太空研究所的研究员巴斯蒂安,范迪

登霍文也认为! 很可能是地球引力制造

出了这一奇观% 他说) (同样的空气重

力波也会在云层中形成起伏的波状云!

而在这场沙尘暴中! 空气重力波导致尘

埃形成了这样的波浪形% 重力波通常出

现在大气中! 떫需要以云为媒介! 而在

这种情况下! 是尘埃让空气重力波显形

可见%$

쇗减排治理
伊利湖有害藻华

图五是 892C 年 6 퓂 ? 日的卫星图

像! 显示出伊利湖上日益严重的藻华%

这些有毒藻类的过度生长 ! 给人

类和水体生态系统带来威胁 % 为此 !

룹据 8928 年大湖水质协议! 美国和加

拿大承诺在 892? 年 8 퓂前实现两国为

伊利湖制定的磷减排目标%

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应! 在科学调

研和广泛的公众咨询之后! 加拿大和美

国通过了伊利湖磷减排目标 &폫 .22/年

的基线相比' ---

"붫进入伊利湖西部和中部盆地的

总磷减少 324! 쏀国和加拿大排入湖水

中的磷分别减少 55,6 릫吨和 .,. 릫吨(

"퓚伊利湖西部和中部盆地的近岸

海域维持藻类物种的健康水生生态系

统, 좷保以下水藻为害水域春季流入的

总磷和可溶性活性磷降低 324! 包括加

拿大的泰晤士河和利明顿河的几条支

流! 쏀国的莫米河) 죰森河) 뛅桑溪)

桑达斯基河和休伦湖等(

进一步的工作是建立具体目标! 以

减少在伊利湖东部盆地有害藻类的影

响 % 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推动促进与其

他行政辖区和利益相关方的密切合作!

制定国内行动计划 ! 规划实现新目标

的战略%

뾴$헢就是我们的地球

!

"

由美国航空航天局 &'!(!$ 잣头' 多国参与! 建于 )**) 年的地

球观测系统 &-1($! 是一个由多颗卫星组成! 쪵施多学科 &大气' 海

洋' 陆面' 生物' 化学等$ ퟛ合研究! 加深对地球系统变化理解的全

球卫星观测体系" ,-..! 和 !/0! 卫星都是 -1( 볆划中的一部分"

日前 ! 这两颗卫星拍摄的近 "+ 年地球影像资料已全部在

23456789: 应用软件上向公众开放" 全球的用户轻点鼠标! 就能看

到高清影像资料! ퟐ细观察火山喷发' 风导致的洪水' 쿻失的冰川'

얷洲大陆的夜空((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죴想俯瞰加州海岸线上空的云层! 必须

要算准云层的运动! 뛸且卫星要恰好飞达该区域上空% 뛸现在! 通过

23456789:应用! 횻需几分钟就能查到你所需的图像并下载或分享出

去%* '!(! 地球科学技术和研究项目负责人圣迭戈+加索介绍说%

地球观测正在人类生产生活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通过对地球环境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我们将更好地回答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 更全面' 深刻地了解自然和人类对全球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

뎤期积累的各项数据及对其的分析! 튲将为经济社会建设' 퓖害预测

应对' 资源开发利用等提供必要的支持%

#

!"$$%卫星 %&'% 卫星

8%9% 릫开两颗地球遥测卫星拍摄的全部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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