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5

日

2

时

35

分 ， 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 成功将 “风云三号

Ｄ

” 气象卫星发

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风云三号” 气象卫星是我国第二

代极轨气象卫星 ， 可实现全球 、 全天

候、 多光谱、 三维、 定量遥感。 这次发

射的 “风云三号

Ｄ

” 卫星将与

2013

年

9

月发射成功的 “风云三号

Ｃ

” 卫星进

行组网观测 ， 进一步提高大气探测精

度， 增强温室气体监测、 空间环境综合

探测和气象遥感探测能力， 促进气象卫

星综合应用水平的提升， 为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和 “一带一

路” 建设等提供重要支撑。

风云三号

Ｄ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抓总研制， 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

卫星风云三号的第

4

颗卫星， 也是我国

成功发射的第

16

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随着它的成功发射， 璀璨星空又多了一

颗 “中国星”。

观风云、 知天象： 老型号添

新本领

风云三号卫星已分别于

2008

年 、

2010

年和

2013

年成功发射了风云三号

Ａ

星 、

Ｂ

星和

Ｃ

星三颗卫星 。 风云三

号

Ｄ

星总指挥兼总师高火山介绍， 风

云三号

Ｄ

星由有效载荷及平台结构 、

热控、 姿轨控等

22

个分系统组成， 装

载了

10

台 （套） 遥感探测仪器。

相对于

Ｃ

星，

Ｄ

星整星技术状态

变化较大 ， 其中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

仪、 高光谱温室气体监测仪、 广角极光

成像仪和电离层光度计

4

个仪器为全新

研制产品， 卫星可实现全球、 全天候、

多谱段、 三维和定量探测。

“风云三号

Ｄ

星相对于前面三颗

星， 核心遥感仪器技术状态基本不变。

但新增的这些遥感仪器可以逐步满足气

象领域对不断提高的大气探测精度，

增加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和增强空间环

境综合探测能力的新需求。” 风云三

号卫星副总师朱维介绍。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9

所研

究员徐彭梅告诉记者， 高光谱温室气

体监测仪能对全球主要温室气体二氧

化碳、 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等气体柱总

量进行高精度探测， 可用于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 温室气体来源分析、 温室

气体与气候变化关系等一系列科学问

题的研究。

而广角极光成像仪和电离层光度

计则分别用于获得磁层不同区域的时

空信息和电离层电子总含量等参数信

息、 电离层赤道异常区的二维精细结

构、 准确定位极光边界等。

真正的“国际范儿”：纳入新

一代世界极轨气象卫星观测序列

据了解， 风云三号卫星与美国现

役

ＮＯＡＡ

系列气象卫星、 欧洲新一

代气象卫星

ＭＥＴＯＰ

一起 ， 被世界

气象卫星协调组织纳入新一代世界极

轨气象卫星观测序列， 是全球天基气

象观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维介绍， 目前风云三号卫星的

产品已达

60

余个， 其全球探测数据

已成功应用于台风、 暴雨强对流、 大

雾、 沙尘、 臭氧监测等方面， 同时还

定期发布热带气旋监测报告、 暴雨和

强对流监测报告、 沙尘监测报告、 大

雾监测报告、 全球天气监测报告等，

向社会媒体和各类专业组织及团体提

供实时有效的气象监测和服务信息。

组网后将使全球数值天气

预报更新时效提高到 4 小时

风云三号

Ｄ

星交付使用后 ， 将

与在轨的风云三号

Ａ

星 、

Ｂ

星 、

Ｃ

星组网观测， 各卫星功能互补， 使全球

数值天气预报的更新时效从

6

小时提高

到

4

小时。

专家表示， 风云三号

Ｄ

星将进一

步加强对大气定量探测和气候变化监

测， 通过测量大气在不同光谱通道的辐

射值， 定量反演得到大气温、 湿度的三

维分布 ， 为数值天气预报提供基础数

据， 观测结果可用于全球的气候变化监

测和评估。

同时，

Ｄ

星还能对气溶胶和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进行更有效的监测， 将为

全球碳循环研究提供重要数据， 增强我

国在全球碳排放等问题上的话语权。

多载荷在轨“和谐共处” 的

秘密

“风云三号

D

” 气象卫星堪称 “技

术能手 ”， 一星多能 ， 共搭载了

10

台

（套） 遥感探测仪器。 其中， 很多仪器

“娇气敏感”， 对工作环境的安静程度要

求极高。

例如干涉型红外高光谱探测仪， 在

我国低轨遥感卫星上属于首次应用， 具

有高空间分辨率 、 高光谱分辨率等优

点， 但即使微小的振动， 也会使得其性

能大打折扣。

众多 “娇气敏感 ” 的载荷在轨运

行， 如何实现 “和谐共处” 而互不干扰

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509

所技术

专家刘兴天介绍说， 这涉及到多载荷共

存的动力学兼容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给各类载荷提

供超安静的工作环境， 科研人员研制了

微振动监测与抑制系统， 并首次在国内

遥感卫星上应用了 “液体阻尼隔振” 技

术， 实现 “共振峰” 和 “高频振动” 抑

制。 经过对星上动力学频谱特性的研究

论证， 有效地避开了载荷之间潜在的相

互干扰。

与此同时， 科研人员还研发了 “松

弛型液体阻尼隔振” 技术， 不仅能够做

到在 “共振峰” 处有效控制放大倍数 ，

而且还将 “高频振动 ” 衰减

90%

以上 ，

克服了传统被动减振的技术难题。 科研

团队反复开展系列比对试验， 一个个参

数调整， 一项项测试验证， 最终确保了

多载荷在轨 “和谐共处”， 保证了卫星

成像性能。

相关新闻： 我国还将陆续发

射四颗风云三号卫星

记者

15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获悉， 我国将在

2018

年至

2021

年前

后陆续发射四颗风云三号卫星， 包括风

云三号上午星和下午星， 卫星将适时增

加新型遥感仪器， 满足不断增长的新需

求； 另外两颗风云三号卫星分别为晨昏

轨道运行的气象卫星和低倾角近圆轨道

降水测量卫星。

风云卫星总体研制单位

509

所副所

长周徐斌说， 届时， 晨昏星 、 上午星 、

下午星和降水星功能互补， 相互配合 ，

组网形成完整的低轨气象卫星业务综合

观测能力， 实现高时效全球中高分辨率

光学成像观测， 高精度光学微波组合大

气温湿度垂直分布探测， 气候变化温室

气体探测， 风场精确探测、 全球高精度

的降水测量以及太阳和空间环境综合探

测能力等六大主要能力。

周徐斌表示， 预计卫星全球观测频

次可达每

4

小时一次， 我国全球数值天

气预报模式中卫星观测数据的更新时效

也可以由现在的

6

小时提高到

4

小时 ，

可以将气象灾害监测时效提高近

1

倍 ，

预报精度将提高

3％

左右 ， 可以更容易

地捕捉到暴雨、 强对流等生命周期较短

的比较严重的灾害性天气过程。

综合新华社消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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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 Ｄ”气象卫星，可

实现全球、全天候、多谱段、三维和定量探测

“风云”再起

“风云三号Ｄ” 气象卫星 15 日凌晨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