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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本文介绍了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的现状
,

从观测内容
、

技术水平
、

业务运行
、

数据共享
、

应用等多个方面比较了国际和

中国气象卫星的发展状况
,

并且提出了我国为提高气象卫星应用水平应该做的工作
。

经过 四十多年的努力
,

我国已经成功地

发展了风云一号
、

三号极轨和风云二号静止两个系列的气象卫 星
,

并实现 了业务化
。

从气象卫星获取的大气和地表信息
,

已

被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
、

气候预报
、

环境和自然灾害监测
、

农业等多个国民经济领域
,

为国家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

风云气象卫星不仅提供数据直接分发广播
,

而且通过 Int er ne t 网络与用户广泛共享
;
不仅提供云 图和观测数据

,

还提供大量的

定量产品
。

但是风云气象卫星的定量产品精度不够高
,

影响了使用效果
,

我国气象卫星 资料和产品进人数值预报模式的工作

进展缓慢
,

基层台站预报人员对风云气象卫星云图的判读和应用水平不够高
。

提高卫 星观测仪器的研发水平
,

做好数据预处

理
、

处理
、

同化方面所涉及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

从根本上提高数据应用的水平是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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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周恩来总理提 出要发展我国的气象卫星至今

已经 40 年
。

我国已经成功地发展了风云一号
、

三号

极轨和两个业务系列的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
。

从

气象卫星获取的大气和地表信息
,

已被广泛应用于

天气预报
、

气候预测
、

环境 和 自然灾害监测
、

农业等

多个国民经济领域
,

为国家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做出

了贡献
,

成为我国现代化气象业务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列为世界

天气监视 网全球观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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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气象卫星的发展与应用现状

我国气象卫星的发展现状与国际同行的工作做一个

对比
,

既肯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

也指出未来努力

的方向
。

本文第一节介绍风云气象卫星的情况
,

第二节

对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气象卫星进行比较
,

第三节指

出为提高我国气象卫星 的应用水平巫待解决 的问

题
。

l 我国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的发展历程

15 分钟获取一幅云图
。

每 15 分钟一幅原始分辨率

云图组成的动画
,

大大提高了对 中小 尺度天气系统

的监视能力
,

也有利于预报人员和公众认识天气系

统
。

现在
,

广大天气预报人员在业务工作中离不开

卫星云 图
。

卫星云 图己经成为中国气象局业务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风云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极轨气象卫

星
,

实现了全球
、

全天候定量遥感
,

对大气可进行立

体观测
,

具有全球 25 o m 分辨率地表
、

环境监测能

力
,

对台风等灾害性天气进行微波探测
。

1
.

1 风云气象卫星情况

我国气象卫星的发展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

发展我国自己 的气象卫星的最初设想
,

是周恩来总理于 1 9 6 9 年 n 月提出来的
。

当时他还

指出要充分利用从外国气象卫星所获得的信息
。

我

国的气象卫星工程由星体
、

运载
、

发射
、

测控
、

地面应

用五大系统组成
,

在前国防科工委统一领导下工作
。

航天工业总公司负责星体和运载火箭的研制
,

其 中

星载主要观测仪器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研制
,

国防科工委下属有关基地负责发射和测控
,

中国气象局负责草拟卫星系统计划规划
,

提出卫星

应用需求和设计指标
,

建设并运行地面应用系统
。

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从

卫星到地面应用系统全部由我 国自己设计研制
,

均

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

从 1 9 8 8 年第一颗风云 一号气

象卫星发射成功到现在
,

我 国 已成功地发射了 四颗

风云一 号
、

一颗风云三号极轨气象卫星
,

以及四颗风

云 二号静止气象卫星
。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多通道

扫描辐射计有 10 个光谱通道
。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

搭载的多通道扫描辐射计有 5 个光谱通道
。

目前卫

星和地面应用系统的工作状况都好
。

由两颗静止气象卫星风云二号组成双星业务系

统
,

对我国和周边地区 的天气系统进行了有效的监

视
。

主业务星位于 105
“

E
,

备份业务星位于 86
.

so E
。

每年的 9 月至第二年 5 月的非汛期
,

执行
“

非汛期观

测模式
” , “

主业务星
”

正点开始全圆盘图观测
, “

备份

业务星
”
半点开始全圆盘图观测

,

每颗卫星每天获取

28 幅全圆盘图
,

两颗卫星的共同观测 区域每天可 以

进行 48 次观测
。

每年的 6 月至第二年的 8 月汛期
,

执行
“

主汛期观测模式
” , “

主业务星
”
正点开始全圆

盘图观测
,

半点开始北半球图观测
,

每颗卫星每天共

获取 28 幅全圆盘图
、

20 幅北半球图
,

两颗卫星在北

半球的共同观测区域每天可 以进行 96 次观测
,

即每

1
.

2 风云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情况

地面应用系统是气象卫星系统工程中 朴分重要

的组成部分
,

负责卫星发射后对 卫星有效荷载的运

行管理
,

以及从卫星下传数据的接收
、

处理
、

分发
、

应

用
、

服务
。

尤其对于静止气象卫星
,

它的观测功能是

通过卫星和地面应用 系统协同工作完成的
,

地 面应

用系统是星地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由中国

气象局负责建设和运行
。

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大致由以 卜 4 个部分组

成
:

卫星数据和指令收发站
、

卫星运行控制 中心
、

卫

星数据处理中心
,

以及分布在各地 的数据利用 站
。

卫星数据和指令收发站要确保从卫星 下传的各种数

据
,

以及从地面应用系统 向卫星发送的指令和数据

正确无误地收发存取
。

卫星运行控制中心是全系统

的指挥 中枢
.

它要监视从卫星传下 的各种工作状况

信息
,

判断卫星的工作是否正常
,

在卫星
_

f 作状况发

生异常时及时做出响应 ; 它还要监视地面应用系统

各个组成部分的工作状况
,

调度地面应用 系统的资

源及时
、

正确地完成任务
。

卫 星数据处理 中心负责

从卫星
一

F传各种观测数据的处理
,

形成各种图像和

数字产品
,

分发给用户
,

它还要形成指挥 卫星未来工

作的参数
,

指导卫星的工作
。

数据利用站分布在各

地
,

它接收从数据处理中心下发的各种图像和产品
,

供 当地气象业务和研究单位使用
。

对于极轨气象卫

星
,

用户还可直接接收利用卫星 下发 的低分辨率观

测数据
。

风云气象卫星的数据处理工作由国家 卫星气象

中心人员 自己承担
。

气象卫星的数据处理
,

是要从

卫星遥感观测数据中
,

提取遥感 目标物所在地点的

关于地表
、

云和大气状态的定量参数 产品
。

其 中有

三个基本的科学问题要解决
。

第 一 个问题是卫星所遥感的观测 目标物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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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

这个问题称为图像配准和定位
。

风云二号气

象卫星是通过星地协同工作完成对地观测的
。

星载

多光谱扫描辐射仪对地球进行扫描
,

获取地球 图像

数据
。

扫描阶段所获取的数据尚不能组成可用的图

像
。

地面应用系统利用遥测数据
,

将扫描过程 中所

获取的对地观测数据
,

处理成一幅相当于在卫星所

在位置直视地球所看到的可用 图像
,

并指出图像上

每一个观测像元所在的地理经纬度位置
。

这就是图

像配准和定位
。

第二个问题是卫星上的遥感器所感应到的辐射

量是多少 ; 以及离开遥感目标物的辐射
,

在传递到卫

星的路径上
,

由于与大气介质的相互作用
,

改变了多

少
。

这方面的问题称为定标和辐射的大气订正
。

气

象卫星产品定量处理的 目的
,

是要从卫星观测数据

中提取地表
、

云和大气状态 的定量参数产品
。

而卫

星所观测到的
,

是遥感器测量计数值
。

根据遥感器

测量计数值
,

求解地物状态参数
,

要做一系列的数据

变换
。

先将遥感仪器的辐射观测数据标定为辐射当

量
,

即定标
。

定标后
,

获得 了进人卫星遥感仪器的人

瞳辐射
。

然后要对入瞳辐射做一系列的数据处理
。

这些数据处理
,

实际上是对辐射从离开观测 目标物

开始
,

直到被扫描辐射仪测得为止
,

每一种物理过程

所带来辐射附加值的订正
。

经过定标和大气订正处

理
,

获得了离开遥感观测 目标物的离物辐射
。

第三个问题是
,

从来 自位置 己知遥感观测 目标

物的离物辐射数据 中
,

提取 出能代表地表
、

云
、

大气

物理状态和运动的参数
,

或根据云图的时间序列
,

推

导出代表地物和大气 的状态和运动的产品
。

上述前面两个 问题统称卫 星观测数据的预处

理
,

第三个问题称为定量产品处理
。

数据处理工作

要求研发人员对辐射在大气中的传递过程和气象卫

星的工作方式两方面都有清晰的理解
。

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进行了与数据处理有关 的基础和机理研究
,

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数据处理中的科学和技

术问题
;按照软件工程化的要求进行研发工作

,

自主

开发了气象卫星数据处理 的全套软件
。

由于软件是

自行研制的
,

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
,

其工作质

量和可靠性 日益提高
。

积雪覆盖和环境监测数据产品
。

风云二号静止气象

卫星提供 10 种图像产品
,

云风矢量
、

海面温度
、

对流

层上 中层水汽含量
、

IS C C P 数据集
、

降水指数
、

降水

估计
、

云检测
、

云分类
、

用云分析出的湿度廓线
、

晴空

大气可降水
、

射出长波辐射
、

地面人射太 阳辐射
、

雪

覆盖
、

海冰
、

水情监测
、

干旱监测
、

火情监测
、

热带气

旋卫星定位
、

卫星监测沙尘暴
、

雾监测
、

亮度 温度等

20 多种产品
。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在大气和云的监

测方面提供 19 种产品
,

在陆地和海洋监测方面提供

1 0 种产品
。

这些产品除了实时广播以外
,

都可以从

互联网上调到
。

除了图像和数字产品以外
,

风云气象卫星还提

供信息服务
。

这里的信息是指从气象卫星的观测数

据和产品中分析得出的信息
。

卫星信息服务内容上

可分为
:

天气系统演变监测与分析
、

自然灾害监测与

分析
、

环境变化监测与评估三类
。

天气类信息服务

包括电视气象信息节 目
,

向中共 中央和国务 院领导

提供的卫星气象分析服务
,

向各级气象台站提供的

热带气旋监测与分析
、

暴雨强对流系统监测与分析
、

沙尘暴监测
、

大雾监测
、

洋面风场产品等
。

灾害监测

和环境变化类信息服务包括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火情

监测
、

水情监测
、

雪情监测
、

海冰监测
、

植被监测
、

干

旱监测
、

地表温度监测
、

黄河冰凌监测等
。

这些信息

服务有利于领导
、

气象台站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从

气象卫星获得的信息
。

4 风云气象卫星的数据共享

3 风云气象卫星的产品和信息服务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除了观测资料 以外
,

还提供

大量的产品和信息服务
。

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除

了全球图像以外
,

还提供射出长波辐射
、

海表温度
、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气象卫星数据存档和服务

系统 ( S D A C )是 目前 国内遥感卫 星数据规模最大的

海量存储系统之一
,

保存了 1 9 8 4 年至今国内时序最

长的环境卫星遥感数据
。

气象卫星长时间序列产品

是国家和社会非常急需的气象科学数据
,

尤其对生

态环境演变和全球变化等科研更为重要
。

在中国气象局的统一安排下
,

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积极开展历史卫星数据的整编工作
,

包括开展高

精度 (时间和空间 )
、

长时间序列基础数据处理技术

研究 ;
研究面向用户 的规范化

、

系列化 的卫星气象
、

卫星气候和环境监测信息的加 工处理方法
; 开展气

象卫星资料定位信息重加工处理等工作
,

以建立长

时间序列
、

精加工的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和产 品
。

目

前
,

已经实现 了对 中国 F Y Z A 2/ B 2/ C 2/ D 2/ E 静 止

气象卫星
、

中国 F Y I C / F Y
一

I D 极轨气象卫星
、

美 国

N O A A
一

7 至 N O A A
一

18 极轨气象卫星
、

美 国 G O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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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静止气象卫 星
、

E( )S T E R R A/ AQ U A环境卫星
、

欧洲 M
e te o a s t

一

5静止气 象卫星
、

日本 G MS 3/ 4/ 5
、

MT S AT
一

I R 静止气象卫星等卫星的历史和实时数

据的存档和对外共享服务
,

存档和共享的数据总量

超过 l o o T B
。

S D A C W E B 服 务 器 域 名
:

h t t p
:

//
S a t e l l i t e

.

e m a
.

g o v
.

e n ,

F T P 服 务器 域 名
:
f t p

:

//
n s m e 一 f t p

.

c m a
.

g o v
.

c n 。

中国气象 局局 大院用户 可使用 内部

IP 地址访问
。

W E B 服务器地址
:

ht tP
:

// 10
.

24
.

16
.

5
,

F T P 服务器地址
:
f t p

:

// 10
.

2 4
.

16
.

7
。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数据共享服务通过基于

nI et m e t 的 W E B 方式对全国乃至全球的用户提供
。

用户仅需使用 W E B 浏览 器就可 以完成 数据 的检

索
、

浏览
、

订购
、

定制和下载
。

检索系统提供完善的

用户管理功能
,

实现用户 的信息注册
、

信息修改
、

权

限管理等控制流程
; 同时检索系统提供较为完整的

帮助信息
,

用户可以方便地获取有关数据格式说明
、

应用范例和相关帮助资料
。

农业等多个国民经济领域
,

为国家经济发展
、

社会进

步做出了贡献
。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应用系统投入业

务运行后
,

为 台风
、

暴雨
、

冰雹
、

暴雪
、

沙尘暴
、

龙卷

风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提供 了更有力的手段
,

为短

期气候预测提供了更多有用的参数
,

如海表水温
、

雪

盖
、

植被指数等
,

为改善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做

出了贡献
。

目前
,

中国气象局正大力开展卫星资料在数值

预报中的应用研究
,

这是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的重

要手段
,

将卫星探测资料加人 到数值预报 的三维 同

化系统 中
,

能显著提高数值天气预报的精度和时效
。

我国是环境和 自然灾害种类较多
、

发生频繁的

国家之一
,

风云系列 气象 卫星在洪涝
、

森林草原火

情
、

沙尘暴
、

雪灾和海冰等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2 风云气象卫星与国际同行气象卫星

的比较

1
.

5 风云气象卫星的业务运行

在气象卫星发展的初期
,

风云气象卫星的业务

运行成功率不是很高
,

由于种种原因
,

丢失云 图或数

据质量不高的现象时有发生
,

对此
,

中国气象局对风

云卫星提出了必须成为业务卫星的要求
。

所谓业务

卫星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

第一个含义是风云卫星所

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指标
,

都必须达到 设计要求
。

第

二个含义是风云卫星在设计寿命期间
,

必须提供连

续不间断的服务
。

具体的考核指标是
,

极轨卫 星运

行成功率为 97
.

5%
,

静止卫星运行成功率为 98 %
。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对业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
。

对 于业务运行 中出现的

每
一

个故障
,

都进行诊断分析
,

找出故障发生点和发

生原 因
。

对 由于硬件
、

软件
、

管理制度
、

人员责任不

到位所造成的故障
,

分别通过设备修复和改善
、

软件

更新
、

制度修订
、

教育培训措施加 以解决
。

现在
,

风

云气象 U 星按月统计的业务运行成功率
,

都在 99 %

以上
,

不仅我国地方 台站广泛接收和利用风云气象

卫星的资料
,

包括美国
、

澳大利亚
、

日本在 内的许多

外国气象部 门
,

也接收和使用风云气象卫星的资料
。

《气象卫星
:

系统
、

资料及其在环境 中的应用 》一

书仁门 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气象卫星发展的历史
。

世界

气象组织的空间计划技术报告一
3三对气象卫星发展

和应用的现状给出评估
。

我们根据这些文件 中所表

述的国际发展状况评估中国气象卫星的现状
。

1
.

6 风云气象卫星的应用

从气象卫星获取的大气和地表信息
,

已被广泛

应用于天气预报
、

气候预测
、

环境和 自然灾害监测
、

2
.

1 国际气象卫星发展的历史过程

1 9 5 4 年
,

美国俘获 了德国的 V Z 火箭
。

用火箭

携带相机从高空拍摄了地球的照片
。

这些照片得到

了 BeJ r
k n es 的认可

。

从此时开始
,

美国起步发展空

间对地观测技术
。

1 9 6 0 年 4 月
,

美国第一颗气象卫

星发射
,

发回 的云图与先前用探空资料得到的台风
、

温带气旋等天气系统概念模型十分相似
,

激发 了多

行业的科技工作者致力于从空间观测地球的热情
。

气象卫星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1 9 7 0 年 1 月
,

美国 IT O S
一

1 卫星实现 了红外通

道的观测
。

1 9 7 2 年 1 0 月
,

I T ( ) S
一

D 即 N O A A Z 卫星

开始进行数据直接广播
。

红外图像观测和数据直接

广播使广大气象台站获得实时资料
,

标志着气象卫

星的业务化
。

用户的广泛使用使气象卫星的应用水

平快速提高
。

1 9 7 8 年 10 月
,

T IR O S
一

N 卫星实现 了

数据的数字化传递
,

气象 卫星应用从定性走向定量
。

1 9 7 4 年 5 月
,

美国的静止轨道通 信卫星 A T S

发射
。

其卫星平 台有空余
,

S uo m i 提议装载气象传

感器
,

于是诞生了静止气象卫星云图
。

静止气象卫

星实现了昼夜 24 小时不间断的气象观测
,

对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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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有重要意义
。

1 9 7 5 年 n 月
,

美国的静止气象卫

星 G O E S
一

1 实现业务运行
。

1 9 7 7 年 7 月
,

日本第一

颗气象卫星发射
。

1 9 7 8 年
,

欧空局的第二个模 型卫

星 F Z 搭载了水汽通道的 图像
,

创新地提 出并实现

了静止气象卫星的水汽通道图像
。

这对天气预报有

重要意义
。

19 9 4 年 4 月
,

美国三轴稳定静止气象卫

星 G O E S
一

8 发射成功
,

获得每分钟一幅的图像动画
,

看到了发展中强对流天气系统中的重力波
。

使静止

气象卫星在监测中小尺度天气系统方面达到了新的

水平
。

1 9 6 9 年 4 月
,

美 国 N im b u s 卫 星 S I R S 获取 了

垂直探测
,

使气象界十分惊喜
。

但是用卫星观测反

演的温
、

湿度廓线在数值天气预报模式 中没有获得

正效果
。

卫星并不直接测量如温度
、

气压这样的传

统地球物理参数
,

而是观测辐射
。

在卫星资料使用

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早期
,

人们很 自然地试图使卫星

测值与模式设计和使用 的地球物理参数类似
,

如温

度和湿度垂直廓线
。

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最佳内插

技术同化卫星资料对数值天气预报没有什么影响
,

或甚至有负的影响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卫星

反演资料在许多数值天气 预报 中心被列人黑名单
。

1 9 8 9 年
,

英国气象局 的 E yr e 提出用变分同化方法

在数值天气预报 中直接使用辐射的方法
,

开创了卫

星资料应用 的新纪元
。

现在
,

来 自卫星的信息
,

对数

值天气预报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

1 9 8 7 年
,

美 国国防卫星装载微波成像仪
。

1 9 9 8

年 5 月
,

N O A A
一

K 卫 星装载 了先进 的微 波探测仪

A M s u
。

A M s u 微波探测提供的全球资料
,

在全球

数值天气预报 中获得 了非常好 的效果
,

用两颗卫星

的 A M S U 资料与不用 A M S U 资料比
,

欧洲地区 上

空 5 0 0 h P a
位势高度 5 天预报 的技巧长进 了一天

。

1 9 9 2 年 4 月
,

欧洲 E R s
一

1 卫星用单侧扫描微波散射

计获得 了海面风资料
。

E R S
一

1 不 久便失去工作能

力
。

美 国 J IP
J

看到洋面风对大气和海洋观测 的巨

大应用 价值
,

迅速 发 展 了 Q ul k S C A T 卫 星
,

并 于

19 9 9 年 6 月将其业 务化
。

1 9 9 7 年 1 1 月
,

N A S A
-

J A X A 合作的热带降雨测量卫星 T R M M 开始用雷

达下视观测云中的降水结构
。

这些微波和主动遥感

观测使气象工作者看 到了云和 降水 系统的内部结

构
,

以及海面上的风
,

为天气预报准确率的进一步提

高打下了基础
。

1 9 9 7 年
,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和 美 国联 合制 定
一

了

C O S M I C ( C o n s t e l la t i o n O b s e r v i n g S y s t e m f o r M e -

t e o r o lo g y
,

I o n o s p h e r e a n d C l im a t e ) 计划
。

1 9 9 9 年

1 月
,

台湾发射 中华卫星
。

用掩 星技术安排一系列

如 C O S M IC 那样的星座提供实时无线电掩星探测
,

用于天气预报
。

无线电掩星探测 比其他卫星遥感探

测系统更有竞争力的地方是
:

高的垂直分辨率 ( 5 0 0

m )
,

但是其水 平分辨率相对较低 ( 1 5 0 ~ 2 0 0 k m )
。

无线电掩星探测主要 的优点是它 的全 天候观测能

力
。

无线电波不受云和降水的影响
。

从上面所列举的国际气象卫星发展大事记中可

以看到
,

从 1 9 6 0 年第一颗气象卫星发射半个世纪以

来
,

气象卫星在极轨
、

静止
、

云图
、

垂直探测
、

光学
、

微

波
、

主动遥感
、

掩星探测
、

数值预报应用 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1 9 6 9 年 n 月
,

冰凌致使我国大范围电信中断
,

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提出要发展我 国 自己 的气象卫

星
。

我国气象卫星的研制工作
,

起步大约只 比美 国

晚 15 年
。

20 世纪 70 年代
,

我国陶诗言
、

丁一汇
、

方

宗义等人敏感地意识到气象卫星云图对天气预报的

重要意义
,

将国外卫星云图接收
、

使用技术介绍到中

国来
,

并对云图在中国天气分析和预报 中的应用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使气象卫星云图应用技术在中

国迅速普及
。

这些工作与外国气象卫星云图应用于

天气分析和预报的工作基本上是同步的
。

可以说我

国气象卫星的应用工作
,

起步并不晚
。

1 9 8 8 年 9 月 7 日
,

我国第一代风云一号气象卫

星发射成功
。

2 0 0 2 年 5 月 15 日
,

风云一号 C 星实

现业务运行
。

我国数字化气象卫星的业务化比美 国

晚 20 年
。

1 9 9 7 年 6 月 10 日
,

我 国第一颗静止气象

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发射成功
。

2 0 0 4 年 10 月 19 日
,

风云二号 C 星实现业务运行
。

我国静止气象卫星

的业务化比美国晚 29 年
。

现在我国风云二号 的工

作水平总体上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水

平
,

比美国大致落后 15 年
。

这样的差距要待风云 四

号才能赶上
。

但是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在有些方面
,

如图像定位是有特色的
,

我们做得非常准
,

在多个正

式场合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

2 0 0 8 年 5 月 27

日风云三号 A 星发射成功
。

F Y
一

3 A 卫星作 为我 国

新一代风云极轨气象卫星的首发试验试用卫星
,

具

有有效载荷多
、

运动部件多的特点
,

且大部分仪器属

于首次上星
,

仪器 的定量探测 性能要求高
、

技术 复

杂
、

研制难度大
,

整星研制水平已经与国际同类气象

卫星相当
。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的资料已经受到欧洲

中期预报中心的认可
,

进人他们数据同化系统
。

2
.

2 我国与发达国家气象卫星观测水平的比较

中国
、

美国
、

欧洲极轨气象卫星仪器配置 比较如

表 1 所示
。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

在光学遥感方面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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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
、

美国
、

欧洲极轨气象卫星仪器配里比较表

T a b le 1 I sn t r u m e n t s lo a d e d by Po la卜 o r b i t i n g m e te o r o lg ic a l

s a t e lli t se
o
f C h i n a .

U S A a nd E U

卫星

有无有

无有有有有有有无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无无有有无无有有有无有有有无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无无无无无无无

仪器
~ ~ ~一

1
.

扫描辐射计

2
.

红外分光计

3
.

微波温度计

4
.

微波湿度计

5
.

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

6
.

微波成像仪

7
.

紫外臭氧垂直探测仪

8
.

紫外臭氧总量探测仪

9 地球辐射探测仪

10
.

太阳辐射监测仪

11
.

空间环境监测仪

12
、

高光谱大气探测器

31
.

雷达散射计

14
.

雷达高度计
1 5

.

G P S大气探测器

16
.

数据收集系统

71
.

收索救索系统

1 8
.

大气偏振探测仪

中国

F Y一 3

欧洲

M E T ( ) P

美国

N P ( ) ES S

国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差距不大
。

主要的差距在主

动遥感
、

G PS掩星探测
、

高光谱大气探测方面
。

表 2是各国静止卫星携带 主要有效 载荷的对

比
。

表 3是各国静止气象卫星多通道扫描成像仪主

要 技术性 能 的对 比
。

表 4 是美 国静 止气象卫星

G O E别 I
一

M )垂直探测仪 的性能
。

在轨业务运行 的

静止气象卫星携带 的主要载荷是
:

多通道扫描成像

仪
、

大气垂直探测仪
、

空间环境监视器
、

太阳 X 射线

成像仪和地球辐射收支仪等
。

现在
,

各个国家 的静

止气象卫星都有多通道扫描成像仪和空间环境监视

器
,

但是大气垂直探测仪和太阳 X 射线成像仪只有

美国在静止气象卫星上搭载
,

地球辐射收支仪只有

欧洲在静止气象卫星上搭载
。

多通道扫描成像仪的

观测波段 目前是欧洲的气象卫星最多
。

目前在轨运行的静止气象卫星
,

中国和欧洲的卫

星采用自旋稳定姿态的技术体制
,

不足是对地观测效

率低
,

探测灵敏度不高
,

无法实现大气垂直探测
。

美

国和 日本的卫星采用三轴稳定姿态的技术体制
。

我

国未来的风云四号卫星也要采用三轴稳定体制
。

表 2 各国静止卫星携带主要有效载荷对比

T a b l 2 C
o
m p a r is o n o f G M S s a `e ll i`-e b o r n e p a y l o a

ds i n s ve e r a l c o u n t

色
国家及卫星 多通道扫描成像仪 大气垂 直探测仪 石示履厄轰视器 太阳 x 射线成像仪 地球辐射收支仪

无无有无

有无无

有有有有无有无无有有有有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表 3 各国静止气象卫星多通道扫描成像仪主要技术性能的对 比

T a b le 3 S P e e i f ie a t io n o f m
u l t i

一 e h a n n e l S C a n n l
n g im a

ge
r s o n 一 b o a dr G M S s a t e l l i t e s i n s e v e r a l e o u n t r i韶

波段带宽 /“ m 星 卜点分辨率 / k m

欧洲 M S G 美国 G O E S 日本 M T S A T 中 l司 F Y Z
欧洲

M S ( j

美国

( ; ( ) E S

H本

M T S A T
少国
日丫

一

Z

0
.

4一 1
.

1

0
.

5 6一 0
.

7 1

0
.

7 4一 0
.

8 8

1
.

5 0 ~ 1
.

7 8

3
.

4 8 ~ 4
.

3 6

5
,

3 5 ~ 7 15

6 8 5 ~ 7
.

8 5

8
.

3 0一 9
.

1 0

9
.

3 8 ~ 9
.

9 4

9
.

8 0一 1 1
.

8 0

1 1
.

0 0 ~ 1 3
.

0 0

0
.

5 5 ~ 0
.

7 5 0
.

5 5 ~ 0
.

8 0
.

5 5 ~ 0
.

9 0

3
.

80 ~ 4
.

0 0 3
.

5一 4
.

0 3
.

5一 斗
.

0

6
.

5 ~ 7
.

0 6
.

5一 7
.

0 6
.

3 ~ 7
.

6

气
ù

一九几] 0
.

2 ~ 1 1
.

2 10
.

3一 1 1
.

3

1 1
.

5 ~ 1 2
.

5 11
.

5一 1 2
.

5 1 1
.

5 ~ 12
.

5

12
.

4 0 ~ 1 4
.

40

关于静止气象卫星的卫星平台技术体制及设计

寿命
,

美国
、

欧洲和 日本的在轨静止气象卫星的设计

寿命均为 5 年以上
,

我国在轨静止气象卫星的设计

寿命为 3 年
。

3 提高风云气象卫星 的应用水平函待

解决的问题

从 1 9 6 9 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发展我 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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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国静止气象卫星 C O E ( sI- M)垂直探测仪的性能

T a b l e 4 SPe e il fe a i to n o f
v e r tie a l o sun d e o rn- bo a rd

the t】5 G O E S 阳 tel lj te

探测器 中心波长 / NE △T /

通道 拌m ( e m 一 ’ ) m w
·

n r一 ,
·

s r 一 ’
·

e m 一 ’
探测 目的

::

::

::

:{

1 4
.

7 1 ( 6 8 0 )

1 4
.

3 7 ( 6 9 6 )

1 4
.

0 6 ( 7 1 1)

1 3
.

9 6 ( 7 3 3 )

1 3
.

3 7 ( 7 4 8 )

1 2
.

6 6 ( 7 9 0 )

1 2
.

0 2 ( 8 3 2 )

1 1
.

0 3 ( 9 0 7 )

9
.

7 1 ( 10 3 0 )

7
.

4 3 ( 13 4 5 )

7
.

0 2 ( 14 2 5 )

6
.

5 1 ( 15 3 5 )

4
.

5 7 ( 2 18 8 )

4
.

5 2 ( 2 2 10 )

4
.

4 5 ( 2 2 4 5 )

4
.

1 3 ( 2 4 2 0 )

3
.

9 8 ( 2 5 13 )

3
.

7 4 ( 2 6 7 1 )

0
.

70 ( 14 3 6 7 )

0
.

6 5 ( 15 3 8 4 )

1
.

9 9

1
.

2 7

1
.

0 9

0
.

8 9

0
.

7 9

0
.

3 8

0
.

2 3

0
.

16

0
.

19

0
.

10

0
.

0 9

0
.

13

0
.

0 1 8

0
.

0 1 4

0
.

0 1 5

0
.

0 0 6

0
.

0 0 7

0
.

0 0 3

10 %反照率

6
:
1信噪 比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总臭氧

水汽垂直探测

水汽垂直探测

水汽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温度垂直探测

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石
4 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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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卫星以来
,

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
,

我 国极轨和静

止两个系列的风云气象卫星都已经实现了持续稳定

的业务运行
。

风云气象卫星不仅提供数据直接分发

广播
,

而且通过 I nt e r
en t 网络与用户广泛共享

;不仅

提供云图和观测数据
,

还提供大量的定量产品
。

我

国自已的气象卫星在气象业务和研究工作中发挥 了

重要的作用
,

突出地表现在全 国各级气象台站和 国

际同行对风云卫星云图的广泛使用
。

但是风云气象

卫星的应用还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

( l) 风云气象卫星在数据定标和定量产品算法

方面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好
。

这些关键问题

不仅存在于卫星和观测仪器
,

而且也存在于地面系

统
。

结果
,

使得风云气象卫星的定量产品精度不够

高
,

影响了使用效果
。

卫星观测仪器在低能量端的

信噪比不够
,

观测数据 中存在杂散光和噪声
。

地面

系统中定标的算法也没有解决好
,

使得卫星数据的

历史可比性不好
。

这些问题不解决
,

卫星数据的定

量应用水平是提不上去的
。

( 2) 天气预报是 中国气象局最 重要的业务工

作
。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是中国气象局义不容辞的

责任
。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 明
,

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

高必须走数值天气预报的路
。

近年来国际上数值天

气预报的改善
,

主要是由于卫星资料进入了数值预

报初始场而获得的
。

但是我国气象卫星资料和产品

进人数值预报模式的工作进展缓慢
。

其中的原因
,

在气象卫星和数值天气预报两方面都存在
。

气象卫

星的数据处理与数值天气预报产品是相辅相成
,

密

切相关的
。

气象卫星定量产品推导中要使用数值天

气预报模式输出产品
,

数值天气分析同化 中要使用

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和定量产品
。

由于 目前气象卫星

的数据处理与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两个方面各自都有

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
,

两方 面协 同工作 的力度又不

够
,

使得风云气象卫星定量产 品和数值模式的精度

都不够高
。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远远不够
,

巫待

提高
。

( 3) 虽然风云气象卫星在广大气象台站已经得

到广泛的应用
,

但是广大预报人员对风云气象卫 星

云图的判读和应用水平不够高
。

云图中原本存在的

关于天气系统发生
、

发展的信息还没有被天气预报

人员广泛认识
,

影响了天气预报水平的提高
。

针对气象卫星应用 中目前存在的以上三方面的

突出问题
,

在气象卫星应用发展规划 中应包 含以下

五方面的内容
:

( l) 继续做好气象卫星空间段 的工作
,

使之不

仅提供更多的观测内容
,

而且提高定量观测质量
。

( 2) 继续做好气象卫星地 面系统 的工作
,

提高

定量产品的质量
。

其 中尤其要做好数据预处理
、

数

据处理方面所涉及 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

从根本上

提高空间数据应用的水平
。

( 3) 国家气象中心
、

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
、

中国气

象科学研究院的有关工作人员要联合工作
,

共 同做

好气象卫星产品在数值天气预报同化 中的工作
。

( 4) 气象院校的天气动力学专业要设卫星气象

课程
。

( 5) 大力开展气象卫星云图在天气分析和预报

中应用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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