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编辑 王任辉时局10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7月5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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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任务是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7 7次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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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
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被称为

“黎明星”的风云三号E星有何特
别之处？它将为我们带来什么？

新轨道 补上“最后一块拼图”

一般来说，极轨气象卫星的
首要任务是为数值天气预报提
供观测资料。与美欧相同，我国
现有极轨气象卫星观测时间均
集中在上午10时、下午2时左右。
每6小时观测同化时间窗内，全
球总有2至3条轨道处于卫星观
测空白区，无法提供全球覆盖的
初始观测。

“E星将补上全球数值天气
预报观测资料的‘最后一块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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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种优势，E星可以在
晨雾、台风、强对流监测和分析
中开展独特应用。”杨军说，“今
后我们可以在晨雾产生时刻就
进行监测，有助于为交通提供更
及时有效的指引。”

新技术 实现多个“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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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海水浮标、沿岸海洋
观测站等传统观测手段不仅成
本高昂，而且无法保证时间和空
间上的连续性。”王金华说，卫星
监测可帮助获取更加精确的海
洋风场数据，为气候变化研究、
海洋航运、海洋工程等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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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起点 推动多领域应用

专家表示，风云三号E星的
成功发射和在轨运行将提升我
国在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
化、环境生态监测、空间天气预
警等应用层面的能力，完善我国
现有气象业务观测体系，同时使
我国在业务上形成同欧美卫星
的等价互补之势。

“依托E星独特的全球观测
资料，我国可以同世界其他气象
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技术合作
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气
象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
三号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张
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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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星新增的城市背景
灯光合成、洋面风、云区温湿度
廓线等遥感产品，将在社会经
济、海洋动力、大气探测等研究
领域有所应用。

7月5日7时28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风云三号E星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

低轨气象卫星

风云三号E星是继风云一
号后中国第二代低轨气象系
列卫星——— 风云三号系列的
第5颗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抓
总研制。

低轨气象卫星通常指太
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轨道高
度较低(地球上空800公里左
右)，围绕地球南北两极运行，
运行周期约100分钟。中国的
风云一号、风云三号系列均为
低轨气象卫星，其优点是能够
实现全球覆盖，用于观测天气
变化的细节。中国风云二号
和风云四号属于地球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轨道高度36000
公里，相对地球静止不动，可
以获取中国所在区域的连续
动态观测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
时拥有低轨和静止轨道气象卫
星的国家。经过50余年的发
展，中国已成功发射风云系列
两代四型共19颗气象卫星。

除了服务于数值天气预
报以外，低轨气象卫星在森林
大火、台风、暴雨、沙尘暴、大
雾、干旱、洪涝、雪灾等方面均
有应用。

如今，风云气象卫星已被
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业务
应用气象卫星序列，成为全球
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的重要成
员及国际灾害宪章机制的值
班卫星。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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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气象卫星 将实现全球观测资料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