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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气事件预报准确率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助力防灾减灾，
保障航空航天活动安全

“未来24小时空间天气状况对短
波干扰不大，短波收听指数为1级，适
宜；未来24小时地磁扰动中等，可能
对信鸽飞行有影响，信鸽飞行指数为2
级，谨慎……”12月8日上午，记者打
开“空间天气”网站首页，当日的空间
天气指数已经更新。

与此同时，过去24小时空间天气
综述、未来三天空间天气预报也已发
布，为相关领域提供决策支撑和应对
参考。

就像每天都有天气预报那样，国
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每天也会发
布空间天气预报，即基于人类对空间
环境的不断监测，从而增加对其了解
和认识，掌握一定的变化规律，然后通
过对已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出
空间环境的未来变化趋势。

据介绍，“嫦娥一号”飞越空间探
测盲区、“神舟七号”航天员出舱窗口
时间的确定、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等
重大事件中，都有空间天气监测及预
报预警服务的助力。

记者了解到，国家空间天气监测
预警中心目前正在构建空间天气预报
新框架，包括建设第一代空间天气数
值预报系统，构建覆盖日地因果链以
及临近、短时、短期、中长期和气候各
时间尺度的预报框架。在全球空间天
气中心的建设过程中，也逐步开发出
可实现事件自动报警、产品分析和咨
询报自动化发布等功能的空间天气服
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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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雷雷、、刮刮风风、、
下下雨雨…………对对于于普普
通通百百姓姓而而言言，，这这些些
都都是是再再熟熟悉悉不不过过
的的天天气气现现象象。。那那
么么，，您您是是否否知知道道，，
在在遥遥远远的的太太空空也也
有有““风风雨雨””，，甚甚至至是是
““海海啸啸””？？这这就就是是
空空间间天天气气。。

据据了了解解，，空空间间
天天气气现现象象与与太太阳阳
活活动动密密切切相相关关。。
随随着着生生活活水水平平、、科科
学学认认知知以以及及科科技技
水水平平的的提提高高，，我我们们
对对空空间间天天气气的的关关
注注度度越越来来越越高高，，并并
逐逐渐渐开开始始探探索索空空
间间天天气气监监测测预预警警、、
预预报报发发布布和和应应用用
服服务务。。如如今今，，无无论论
是是卫卫星星发发射射，，还还是是
航航天天员员出出舱舱，，都都要要
提提前前看看一一看看空空间间
天天气气预预报报。。

空空间间天天气气现现
象象产产生生的的源源头头是是
什什么么？？太太空空中中的的
““风风雨雨””与与地地球球上上
的的有有何何不不同同？？我我
国国如如何何对对空空间间天天
气气进进行行监监测测预预警警、、
预预报报服服务务？？空空间间
天天气气对对人人类类探探索索
太太空空、、生生产产生生活活等等
会会带带来来哪哪些些影影响响？？
记记者者带带您您走走进进中中
国国气气象象局局国国家家空空
间间天天气气监监测测预预警警
中中心心一一探探究究竟竟。。

国国家家空空间间天天
气气监监测测预预警警中中心心
于于22000022年年成成立立，，
22000044年年正正式式开开展展
空空间间天天气气业业务务；；受受
国国际际民民航航组组织织邀邀
约约，，22002211年年1111月月加加
入入全全球球空空间间天天气气
中中 心心 服服 务务 序序
列列…………经经历历了了从从
无无到到有有、、从从弱弱到到
强强、、从从服服务务国国家家到到
服服务务全全球球的的发发展展
蝶蝶变变。。目目前前，，该该中中
心心正正在在进进行行第第四四
轮轮国国际际民民航航组组织织
全全球球空空间间天天气气中中
心心业业务务值值班班任任务务。。

胶东半岛东南端，坐落着山
东石岛气象台。这里也是我国
国家空间天气观测站之一，国内
首个开展空间天气业务监测的
太阳综合观测站。

12月8日一大早，石岛气象
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程立渤同
往常一样来到空间天气观测业
务值班室，远程巡查太阳综合观
测设备的“健康”状况。确认无
误后，值班人员启动观测设备，
开始了一天的观测业务。

据程立渤介绍，该观测站拥
有太阳光球色球望远镜和太阳
射电望远镜。

在一个约30米高的塔状建
筑——— 太阳塔的塔顶，放置着太
阳光球色球望远镜。“通俗地说，
这个望远镜就是给太阳的光球
层和色球层拍照片，可以观测太
阳上的暗条、黑子等变化，2009
年建成。”程立渤告诉记者。

而太阳射电望远镜则如同
雷达一样，是一个口径数米的

“大锅”。“这个望远镜于2011年
建成，可以从多个波段观测记录
射电流量。”程立渤说，在这两台

望远镜建成之前，我们如果想要
获取相关数据，还需要借用国外
的设备，数据获取的实时性等受
到限制。建成之后的十余年来，
这两台设备稳定可靠的观测数
据，为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
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
在航空航天空间天气保障服务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随着技术革新
与进步，这两台望远镜在十余年
间也经历了数次迭代更新。

“这只是庞大的空间天气监
测网中的一个点。”空间天气技
术研发室数据分析科科长王云
冈告诉记者，国家空间天气监测
预警中心自2002年成立开始，便
根据国家战略和安全需求，积极
布局天地一体化的空间天气监
测格局。2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天地一体化监测站网
不断完善。

在天基监测方面，在轨运行
的7颗风云卫星上，共计10类设
备、26台（套）仪器全部实现在线
业务，探测要素覆盖高中低能粒
子、粒子辐射效应、空间磁场、电

离层电子密度及廓线、太阳极紫
外线图像等，圈层覆盖热层、电离
层、磁层和太阳，可实现日地空间
因果链“全过程”自主观测。“去年
发射成功的‘黎明星’风云三号E
星携带了中国首台空间太阳望远
镜，发射后不久便获取了我国首
幅天基太阳监测图像，从X射线
和极紫外两个波段展现了太阳大
气的物理状态。”王云冈说。

在地基监测方面，国家空间
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以气象监测
与灾害预警工程为基础，依托子
午工程等，在关键地点建设了太
阳、电离层和高层大气的观测台
站，涉及15个省区市，初步形成

“三带六区”地基空间天气专业
网布局。

系列化的天基监测和网络
化的地基监测有效配合，使我国
空间天气的监测能力得到大幅
提升，也让日地空间因果链“全
过程”自主观测成为可能。“也就
是说，从太阳爆发到地球空间环
境响应的整个链条、整个过程，
我们全都可以实现自主观测。”
王云冈解释说。

基本建成天地一体化空间天气监测格局
实现从太阳爆发到地球空间环境响应“全过程”自主观测

太阳“打个喷嚏”，地球就得“感冒”
灾害性空间天气影响人类生产生活

说起空间天气，不得不说
太阳。

众所周知，距离我们生存的
地球约1.5亿公里之外的太阳，是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给地球和人
类带来光和热。

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太阳
还是空间天气的源头。

与我们肉眼看到的一成不
变的样子不同，太阳实际上无时
无刻不在发生剧烈活动。而太
阳活动则会引起日地空间环境
高度动态的短时间的状态变化。
如同地球大气中的短期变化过
程被称为“天气”一样，日地空间
发生的各种短期变化过程，即为

“空间天气”。
记者了解到，太阳除了释放

出那些可见光之外，还有许多诸
如X射线、伽马射线等高能量的
不可见光，以及由高速带电粒子
组成、“吹拂”在太阳系，但却看
不见摸不着的太阳风。在太阳
光、太阳风等联合作用下，能量
以多种形式作用于地球磁场等，
从而影响着地球的空间环境。

“太阳浑身上下充满了‘暴
脾气’。”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主任王劲松介绍。根据
太阳活动的相对强弱，太阳可分
为平静态和爆发态。处于平静
状态时，太阳所释放出的太阳风
速度低、变化慢，物质密度也相
对较低，并且没有明显的爆发活

动。而一旦转入爆发状态，太阳
风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不仅速
度加快、密度增大，就连温度也
会出现跳跃式的升高，甚至还会
放出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大
招”，经过日地空间到达地球，与
地球磁场相互作用，严重者或将
引发空间天气灾害，最终影响人
类活动。肉眼可见的极光现象，
就是太阳爆发与地球磁场相互
作用产生的。

“太阳‘打个喷嚏’，地球就
得‘感冒’。”在空间天气科学领
域，大家经常用这一形象的比喻
来表示太阳爆发。

据介绍，太阳大爆发时，会
对地球产生三轮轰击。第一轮
是太阳耀斑，即太阳大气局部区
域突然变亮的活动现象，就像是
太阳上的“闪电”，常伴随有各种
能段电磁辐射和粒子发射的增
强，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万至
100万次强火山爆发的总能量，
或是上百亿枚百吨级氢弹爆炸
释放的能量。这些能量仅需八
分多钟便可轰击到地球，引起电
离层扰动。第二轮轰击则是太
阳质子事件，即高能带电粒子流
量突增。第三轮轰击最严重，即
日冕物质抛射，会对地球磁场、
大气密度都带来严重扰动，带来
地磁暴、高能电子暴、电离层
暴等。

那么，这些“惊涛骇浪”对我

们人类有哪些影响？
据介绍，一是在太空中运行

的各种系统，如卫星、飞船，以及
宇航员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有统计数据显示，国外约40%的
卫星故障与空间天气条件相关，
我国大致也是如此。今年初，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地球低
轨道发射了49颗星链卫星。发
射不久，这些卫星就遭遇了一次
不算大的太阳风暴，由于没有准
确预估到卫星轨道受太阳风暴
影响的严重程度，导致38颗卫星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最终坠毁。
而我国1990年9月升空的“风云
一号”气象卫星过早失效，也是
因为受到质子事件产生的高能
粒子轰击。二是空中与地面之
间的各种链路等可能会受到影
响，从而影响通信以及卫星导航
定位等系统。记者了解到，一次
大的电离层扰动，可对导航卫星
的精度带来严重影响，甚至能够
产生超百米的误差。三是地面
上的电力系统等可能会受到影
响，如1989年的一天，加拿大魁
北克供电中断9个多小时就是因
为灾害性空间天气破坏了电网
系统。有时还会影响航空活动
安全，有些民航航班临时调整飞
行航线，便是因为此。

由此，关注空间天气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空间天气态势图。

被称为“黎明星”的
风云三号E星。

国家空
间天气监测
预警中心首
个太阳磁场
观测站——
新疆温泉太
阳磁场望远
镜观测站的
观测台。

给太阳“把脉”
测空间“风云”
走进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