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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云三号 ƒ≠ 是中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 在功能和技术上比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向前跨进了一大

步 ∀它将进行三维大气探测 大幅度提高全球资料获取能力 进一步提高云区 !地表和海表的遥感能力 ∀风云三号第一颗

星的技术状态目前已大致确定 卫星正在研制中 ∀文章介绍并分析了该卫星及其所载遥感仪器的性能 !特点和水平 对于

风云三号在我国天气预报 !气候预测以及自然灾害和环境监测等方面将发挥的作用也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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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ƒ ≠ 已

分别于 ! ! ! 年发射了 颗卫星

它解决了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和精确入轨 !长

寿命的三轴稳定姿态卫星平台 !高质量的可见光红

外扫描辐射计 !全球资料的星上存储和回放 对卫星

的长期业务测控和管理 !地面资料接收处理应用系

统的建设和长期业务运行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在许多应用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

风云三号 ƒ ≠ 气象卫星是我国的第二代极

轨气象卫星 它是在 ƒ ≠ 气象卫星技术基础上的

发展和提高 在功能和技术上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

具体要求是解决三维大气探测 大幅度提高全球资

料获取能力 进一步提高云区和地表特征遥感能力

从而能够获取全球 !全天候 !三维 !定量 !多光谱的大

气 !地表和海表特性参数 ∀ ƒ ≠ 气象卫星的应用

目的包括四个方面

为中期数值天气预报提供全球均匀分辨率

的气象参数

监测大范围自然灾害和地表生态环境

研究全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规律 为气候预

测提供各种气象及地球物理参数

为各种专业活动 航空 !航海等 提供全球任

一地区的气象信息 ∀

ƒ ≠ 是多颗星组成的卫星系列 它的研制和

生产分为二个批次 发射后将在轨连续业务应用

年左右 ∀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的信息特征

1  风云三号技术状态

ƒ ≠ 气象卫星 批的技术状态目前已大致

确定 现介绍如下 ∀卫星轨道为太阳同步轨道 高

度约为 轨道倾角为 β 卫星发射窗口

为降交点地方时 ∗ 或升交点时

∗ 轨道能作控制调整 使交点地方时在设计

寿命 年内漂移小于 ∀卫星姿态为三轴稳

定 太阳帆板为单翼结构 对日定向跟踪 ∀星上的探

测仪器有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 !红外分光计 !微波

辐射计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微波成像仪 !紫外臭

氧探测器 !地球辐射收支探测器 !空间环境监测器

这样共有 种探测仪器 ∀数据传输将采用三个波

段 一个是 波段 ∗ 码速率约

1 进行除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以外的所有

探测数据的实时传输 °× 另一个选 ÷ 波段的

∗ 进行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实时图

像传输 °× 码速率约为 第三个信道

也选在 ÷ 波段的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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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星上存储延时回放数据的传输

⁄°× 码速率约为 ∀三个信道的数据格式

都采用国际通用的 ≤≤≥⁄≥推荐的 ≥标准 ∀

星上存储回放的数据分为两类 一类为全球覆

盖 每天有白天和夜晚两个时次 此类资料有除中分

辨率成像光谱仪外所有探测器的资料 包括扫描辐

射计 通道 分辨率的图像资料 ∀另一类数

据是地球任选地区的局地资料 它包含中分辨率成

像光谱仪的资料 记录容量为 ∀

在 ƒ ≠ 批 卫星进入型号研制阶段的同

时 ƒ ≠ 批 卫星中准备改进和增加的遥感器

也将安排进行预研究和技术攻关 主要是高光谱分

辨率红外大气探测器 !高性能的微波探测器 !中分辨

率成像光谱仪的红外通道和进行大气探测用的高精

度 °≥ ∀因此 世纪前 年将是 ƒ ≠ 发展的

关键时期 ∀

1  风云三号星载遥感仪器技术性能

ƒ ≠ 批 星载遥感仪器性能简述于下 ∀

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 具有 个光谱通

道 星下点分辨率 扫描范围 ? β 扫描器

转速 每条扫描线采样点数 量化等

级 定标精度为可见光和近红外通道 反射

率 红外通道 具有星上定标功能 ∀

个通道的波段范围 单位 Λ 是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1 ∗ 1 ∀

红外分光计具有 个通道 星下点分辨率

扫描范围 ? β 行扫描时间 每条线

扫描点数 量化等级 可见光定标精度

反射率 红外定标精度 ∀

个通道的中心波数 包括 个大气温

度探测通道 ! ! ! ! ! ! 两个

大气窗区通道 ! 个臭氧探测通道

个水汽探测通道 ! ! 个大气温度探

测通道 ! ! ! 个 ≤ 探测通道

两个大气窗区通道 ! 个可见光 !

近红外和短波红外通道 ! ! 个

不同带宽 ! ! ∀

微波温度探测辐射计具有 个通道 星下点

分辨率约 扫描范围 ? β 行扫描时间

1 每条线扫描点数 量化等级 定标精

度 ∀ 个通道的中心频率 单位 为

1 ! 1 ! 1 ! 1 ∀

微波湿度探测辐射计 具有 个通道 星下点分

辨率约 扫描范围 ? β 行扫描时间

秒 每条线扫描点数 量化等级 定标精度

1 ∀ 个通道的中心频率 单位 为

∂ ! ! ? ! ? ! ? ∀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具有 个通道 星下

点分辨率为 通道 ∗ ! 其余通

道 扫描范围 ? β 每条扫描线采样点数为

! 量化等级 可见光

和近红外通道定标精度 反射率 红外通道定

标精度 具有星上定标功能 ∀

个通道的中心波长 单位 Λ 为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其中通道 ∗

! ! 的光谱带宽为 通道 ∗ 为

通道 为 Λ ∀

微波成像仪具有 个频点 地面分辨率对每

个频点不一样 1 ≅ ∗ ≅ 扫描方式为圆

锥扫描 天线视角为天底角 1 β 扫描周期 1

量化等级 定标精度 ∗ ∀

个频点的频率 单位 为 1 ! 1 !

1 ! 1 ! ! 每个频点皆有 ∂ ! 两个极化通

道 ∀

紫外臭氧探测器由臭氧垂直探测器和臭气

总量探测器两个探测器组成 ∀臭氧垂直探测器在

∗ 间选 个通道 探测大气臭氧的垂直

分布 视场对着星下点 分辨率约 ∀臭氧总量

探测器测量臭氧总量的空间分布 在 ∗

间选 个通道 垂直卫星轨道平面作扫描 星下点分

辨率约 行扫描时间为 每条扫描线取

个采样点 量化等级 ∀以上两个臭氧探测器均

具有星上定标功能 ∀

地球辐射收支探测器由太阳辐射测量器和

地球辐射测量器两个探测器组成 ∀太阳辐射测量的

光谱范围为 1 ∗ Λ 辐照度测量范围为 ∗

• 测量灵敏度 1 • 定 标精 度

1 数据量化等级 ∀地球辐射测量有两组

通道 光谱范围为 1 ∗ 1 Λ 和 1 ∗ Λ 分别

以宽视场不扫描方式和窄视场扫描方式测量地球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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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宽视场探测器的视场为 β 灵敏度为 1

• 窄视场探测器的视场为 β ≅ β 扫描范围 ?

β 灵敏度为 1 • # 两个探测器的定标精

度为 1 ∗ 1 ∀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的特点和水平

业务气象卫星是由极轨和静止两种轨道的卫星

所组成 ∀静止气象卫星的作用主要是获得高频次的

资料 应用于监测中小尺度天气系统 进行短期和短

时天气预报 ∀极轨气象卫星的作用主要是获取全球

资料 同时可获取多种高精度的定量资料和较高空

间分辨率的图像资料 主要应用于中长期天气预报 !

气候预测和环境监测 二者相互补充 缺一不可 ∀

ƒ ≠ 充分体现了极轨气象卫星的获取全球资料

和进行多种要素综合探测的特点 ∀

1  获取全球资料

天气和气候现象自古以来就是全球一体化的

而气象学以至地球科学又是建立在观测资料基础上

的 没有全球资料就很难搞清楚大气环流的发展演

变规律 很难作出准确的天气预报 特别是难于作好

中长期天气预报 !气候预测和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 ∀

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包括地面观测和探空资料

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协调下 已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

交换 但是观测地域有限 在广大的海洋 !极区 !沙

漠 !高山等地区资料很少 同时观测精度也参差不

齐 ∀全球资料的获取 利用极轨气象卫星是一种极

为有效的手段 但资料为卫星发射国控制 或不提

供 或只提供降低分辨率的部分资料 或只提供仅能

作研究用的过时的资料 同时目前世界气象通信业

务网也不具备传输大量气象卫星资料的能力 因此

目前很难从国外卫星获取业务应用中所需的实时全

球资料 ∀

气象卫星资料目前基本是无偿使用的 但商业

化的趋势也不断提出来 特别是对一些高质量的新

型遥感器的资料收费 将使我们的使用受到限制 ∀

综上所述 除了发射我国自己的极轨气象卫星

以获取全球实时观测资料外 目前还没有其他手段

可以代替它 ƒ ≠ 的发射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

1  进行获取多种要素的综合探测

影响天气和气候变化的要素多种多样 大气 !海

洋 !陆地相互作用 还要受作为主要能源的太阳辐射

的影响 因此气象卫星必须进行大气 !海洋 !陆地多

种要素定量探测 多种要素的综合应用的效果远大

于它们单独的应用 也就是可以得到一加一大于二

的效果 ∀

要使多种要素的资料能够结合起来使用 必须

使这些资料在时间上 !空间上得到很好的匹配 如果

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平台上 不同时间进行观测 要作

好匹配工作就很困难 在一颗星上进行综合探测 各

种要素的观测结果在时空上自然能较好地进行匹

配 ∀

要进行多种要素的综合探测 星上必然要具有

多种遥感仪器下 ƒ ≠ 批 已安排了 种遥感

器 不但包含了美国 卫星具有的遥感器 还

包含了 世纪初期美欧在新一代气象卫星中可能

包含的某些遥感器 因此为综合探测的需求提供了

充分的条件 ∀

关于 ƒ ≠ 的水平 我们首先要分析美国气象

卫星的发展过程并予以对比 美国是最早发射极轨

气象卫星 也是技术上领先的国家 其发展过程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 ∀

从 年至 年左右 可看成第一阶段 其

中包括 × ≥系列 颗卫星 ∞≥≥ 系列 颗卫

星 × ≥卫星 颗和 系列 颗卫星 还有

∏ 系列的试验卫星 颗 共约 颗卫星 ∀这

一阶段卫星性能作不断的改进 遥感仪器不断试验

更新 在资料处理和应用方面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和

试验工作 ∀总的说来处于初期技术发展 !试验和试

用阶段 ∀

从 年 以 × ≥ 发射为标志 至

世纪 年代末 是第二阶段 发射了 × ≥ !

至 共 颗卫星 ∀这一阶段卫星性能

相对稳定 同时形成了由大型计算机构成的地面资

料接收处理系统 形成了第一个真正业务应用阶段

其应用工作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都取得了明显

的成绩和效益 ∀

然而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新的应用领域不断

开拓 也显示出其技术状态在许多地方仍不能满足

应用的要求 需要改进和提高 主要有以下几点

大气探测资料 × ∂ ≥的大气温度反演精度

约为 ∗ 1 ε 大气湿度约为 ∗ 相对湿

度 垂直分辨率 ∗ 低于探空资料 不能满足

应用要求 ∀同时数值预报的网格距也越来越向细网

格发展 例如微波辐射计的空间分辨率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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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粗了 ∀所以迫切要求大气探测器在三维空间上都

提高分辨率 并提高反演精度 ∀

在气候和全球环境监测中 对大气 !云 !地表

和海表特性参数的探测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如卷

云识别 !云的相态和光学厚度 !不同云型的精确云

量 !云水含量 !低层水汽 !降水 !风 !大气痕量气体和

气溶胶的含量和分布 !土壤湿度 !积雪 !海冰 !海洋水

色等 ∀这些都需要发展新型遥感仪器 ∀

在对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监测应用中 提

出了提高光谱分辨率和增加通道的要求 特别是提

高空间分辨率 将气象卫星可见光和红外成像仪器

的空间分辨率提高到 ∗ 的水平 ∀

目前 卫星回放的全球图像资料

≤ 资料 的空间分辨率是星下点 希望提高

到 ∀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 积 年技术发展的成

果 在 年前后 极轨气象卫星技术有一个大幅

度的提高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主要的新型遥感器

有新型的微波探测器 !高光谱分辨率大气红外探测

器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和多频成像微波辐射计等

此外还在发展激光雷达 测雨雷达等主动遥感器 ∀

美国拟议中的下一代极轨气象卫星也要将

卫星与国防气象卫星 ⁄ ≥° 合并 ∀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点 极轨气象卫星正向高

精度和更大规模的综合探测方向发展 同时现在谈

极轨气象卫星 已不能只涉及 卫星 还必须

将地球观测系统 ∞ ≥等极轨平台一起考虑 现在欧

洲 !日本等国家也在积极发展极轨气象卫星或空间

气象遥感 欧洲将发射自己的极轨气象卫星系列

∞× ° ∀

按照目前的安排 ƒ ≠ 的发射将在 年

前后 并将业务应用到 年 ∀在这个时间段内

国外气象卫星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其技术水平和效

能比现在的 卫星将大为提高 所以 ƒ ≠

的功能和水平要能满足我国气象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 必须跨越第二和第三阶段 ∀

ƒ ≠ 的 种遥感仪器中 有 项是与第二阶

段的 卫星大体一致的 即扫描辐射计 !红外

分光计 !微波温度探测辐射计 !紫外臭氧探测器和辐

射收支探测器 安排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微波成像

仪和微波湿度探测辐射计的目的不但是因为有其重

要的应用价值 而且可以使其具有第三阶段的新型

气象卫星的构架 ∀

ƒ≠ 批 的技术水平虽仍没有摆脱第二阶

段 卫星的水平 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对于

卫星平台 不但装载了多种遥感器 其具有的轨道调

整 !高精度的卫星位置的姿态测量 !大容量的星上数

据存储和高码速率的数据传输等 都是新一代气象卫

星的性能 ∀对于遥感器 探测能力也有所提高 ∀只要

我们继续大力进行新遥感器的研制 提高遥感器的水

平 提高卫星的寿命和可靠性 可使 ƒ≠ 批 的

水平能真正达到或接近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

 风云三号星载遥感器的特点和作用

ƒ ≠ 批 气象卫星载有 种遥感器 各有

其独特的作用 同时又能相互补充 结合起来应用

我们首先分析各遥感器的作用 并与 卫星相

应的遥感器的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

1  可见光红外扫描辐射计

这一遥感器是由 ƒ ≠ 继承下来的 仍具有

个通道 但对 个通道的光谱范围作了调整 即将

1 Λ 通道调整为 1 ∗ 1 Λ ∀

无论在 ƒ ≠ 还是在 卫星中 扫描辐

射计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探测器 用它的资料

可生成各种云图 !云参数 !海面温度 !植被指数 !射出

长波辐射 !积雪 !海冰 !气溶胶 !地面反照率等一系列

产品 还可进行多种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监测 ∀然

而 卫星的扫描辐射计 ∂ 只有 个通

道 对于卷云和云的相态的判识 !积雪和低云的判识

等都有一定的困难 而这些参数对于天气预报 !气候

预测和军事气象等方面又是非常重要的 ƒ ≠ ≤

⁄和 ƒ ≠ 所增加的 个通道将主要用于这一方

面问题的解决 同时可用于全球海洋水色监测 ∀

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 积雪和低云的反射率

都很高 而其热红外通道的表面亮温值也相差不大

因而很难区别 ∀然而 1 ∗ 1 Λ 通道对于积雪

的反射率却很低 用其很容易将积雪和低云区别 ∀

增加这一通道还有利于卷云判识和土壤温度的监

测 ∀

1 ∗ 1 Λ 通道处于水汽吸收带 在此

通道水云的反射率大大降低 而冰云的反射率较高

这与 1 ∗ 1 Λ 通道的状况恰恰相反 因而对

比此二通道反射率可进行卷云的判识 这是在

ƒ ≠ 中安排的一个新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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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外分光计和微波辐射计

ƒ ≠ 上的红外分光计和微波温度探测辐射

计与 卫星上的红外分光计 ≥ 和微波辐

射计 ≥ 在性能上很接近 主要用于探测大气温

度和湿度廓线 还可以用以反演射出长波辐射 !臭氧

总含量 !云量 !云顶温度和高度 !洋面温度 !陆地表面

温度 !冰雪覆盖和降水率等 ∀

卫星的 ≥有 个通道 ƒ ≠ 的红

外分光计有 个通道 性能大体一致 所增加的

个通道中有 个通道中波长位于 1 Λ !

1 Λ ! 1 Λ !和 1 Λ 可增强云相态 !积雪 !

低层水汽 !植被指数 !气溶胶的探测能力 还有一通

道位于 1 Λ 在 ≤ 吸收带 用于测量大气 ≤

含量 ∀

ƒ ≠ 的微波温度探测辐射计有 个通道 性

能与 卫星中的 ≥ 大体一致 ∀ ƒ ≠ 中

的微波湿度探测辐射计属于新一代的微波遥感器

性能与 中首次装载的微波湿度计

≥ 大体相当 技术先进 将大大增强水汽 !

云水含量和降水的探测能力 特别是将空间分辨率

提高到 左右 将能有效对台风 !暴雨等强对流

天气进行监测 ∀

1  臭氧和地球辐射收支探测器

ƒ ≠ 上的臭氧和地球辐射收支探测器与美

国 卫星等上的同类仪器在性能上基本相同

只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技术条件作了一些适应性修

改 ∀ ƒ ≠ 该组探测器共有 个 可同时探测臭氧

含量的垂直分布和总量的空间分布 探测太阳辐射

和宽窄两种视场的地球辐射 因而对这两个重要气

象参数的探测功能是很完整的 ∀

1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是新的一代气象和地球环

境探测卫星中的一种主要遥感器 具有非常先进的

技术 它在可见光 !近红外 !短波红外和热红外波段

设几十个通道 光谱分辨率大大提高 具有云 !地表 !

海表和大气多种参数的综合探测能力 ∀目前的典型

仪器是美国 ∞ ≥中装载的 ⁄ ≥ 它具有 个通

道 ∀在可见光至短波红外波段有 个通道 其中两

个通道星下点分辨率具有 其中心波长与

卫星中 ∂ 的第 ! 通道相当 另有

个通道星下点分辨率为 因而大大提高了对自

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监测能力 在星下点分辨率

的通道中 有 个海洋水色通道 具有美国专

用的海洋水色卫星中海洋水色探测仪 ≥ 同样

的探测能力 它还有 个低层水汽探测通道 利用

1 Λ 水汽吸收带对太阳光的吸收探测大气低层

水汽 此外还有 个中心波长在 1 Λ 的卷云探

测通道 ∀在热红外波段有 个通道主要用于陆地

和海表温度 !云参数 !大气温湿廓线 !臭氧含量等的

探测 具有 卫星中扫描辐射计红外通道的探

测能力 同时还具有红外分光计 ≥的一定的探

测能力 然而却将其空间分辨率由 提高到

∀

ƒ ≠ 批 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具有

个通道 其中 个处于可见光 !近红外和短波红外

波段 其通道的设置基本上与 ∞ ≥中的 ⁄ ≥一

致 所不同的是减掉了 1 ! 1 Λ 两个通道

原因是前者探测器灵敏度太低 后者因为在扫描辐

射计中已具有此通道 同时增加了一个 1 Λ 水

汽吸收带通道 ∀然而在热红外光谱区 ⁄ ≥ 的

个通道所具有的性能我国目前技术水平还难于

达到 因此留在 ƒ ≠ 的 批卫星中再补上这一

光谱区的通道 即分阶段实现 ∀为了使 ƒ ≠ 现在

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加强对地表特性的监测能

力 我们将 空间分辨率的通道增加到 个 其

中包含一个 1 ∗ 1 Λ 热红外窗区通道 这也

是一个特色 ∀

ƒ ≠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与 ⁄ ≥还有一

个差别是扫描范围较大 具有 ? 1 β 和扫描辐射

计一致 ∀

1  微波成像仪

卫星中没有装载微波成像仪 而美国国

防气象卫星 ⁄ ≥° 年起载有微波成像仪

≥≥ 它在 1 ! 1 ! 1 具有双极化通

道 在 1 具有垂直极化通道 ∀通过这些通

道探测大气和地球表面放射和反射的微波辐射 可

反演出洋面风速 !洋面温度 !土壤湿度 !云中液态水

含量 !降水强度 !水汽含量 !海冰和积雪等气象和地

球物理参数 ∀

ƒ ≠ 的微波成像仪的性能与 ≥≥ 比较接

近 都是采用圆锥扫描 地面分辨率略高于 ≥≥

主要区别是增加了 1 和 双极化通道

为试验通道 因此增强了洋面风速 !土壤

湿度 !洋面温度 !降水等的探测能力 ∀

期                 范天锡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的特点和作用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的应用

经过 年的发展 气象卫星在监测天气 !气候

和环境变化中的显著作用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认 但在应用的发展上也不

尽平衡 ∀应用发展较好的领域有

在短期和短时天气预报 特别是在台风 !暴

雨等灾害性天气预报中 主要是使用静止气象卫星

云图 已成为预报业务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使用极轨气象卫星资料 主要是 卫

星 ∂ 资料 监测水 !旱 !林火 !雪暴等自然灾

害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 进行作物估产等服务 ∀

极轨气象卫星在监测全球天气 !气候与地表

环境变化中 在专题性科学试验方面取得突破性的

进展 例如在全球云辐射气候效应 !地球大气辐射收

支的全球分布与变化 !太阳常数与太阳紫外辐射的

长期变化 !南极臭氧洞及全球大气臭氧分布及变化

趋势等方面都具有举世瞩目的成就 ∀

然而 尽管投入了非常大的研究力量 经过二 !

三十年的努力 气象卫星在提高数值天气预报水平

方面却进展缓慢 而数值预报又是当前提高天气预

报水平的主要途径 ∀中小尺度天气系统是提高短时

和短期天气预报水平的关键 希望气象卫星提供的

最敏感与有效的物理量是风场 !水汽和云水场 特别

是 ° 以下的低层水汽场和水汽通量 而这恰恰

也是遥感中的难题 ∀中长期数值预报使用卫星资料

也有很大问题 ∀在目前 天左右的中期数值预报

中 气象卫星资料的使用不如原来设想的成功 数值

预报模式对初值往往十分敏感 预报时效越长 对初

值要求越高 气象卫星资料反演的大气廓线精度不

够 因此气象卫星资料高空间分辨率的优势也很难

发挥 ∀对于长期数值预报和气候预测 则有更复杂

的科学和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

我国利用气象卫星资料已有 年的历史 特别

是近十几年 具有了现代化的资料处理系统 应用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 但它主要限于上面阐述的第一 !第

二两个领域 主要使用的是日本 ≥ 和美国

卫星的中国及周边地区资料 前者主要用于

灾害性天气预报 后者主要用于自然灾害和生态环

境监测 在这两个领域的应用水平在世界上并不落

后 ∀

然而 对于第三领域即全球变化的专题试验 属

于我国作出的成就不多 主要是缺乏资料 ∀对于在

数值预报中使用气象卫星资料 尽管我国在应用

卫星的 × ∂ ≥资料反演温 !湿廓线中作了许

多工作 但是在数值预报中应用气象卫星资料的成

果却很少 ∀

目前 世界上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的发展目标

除了在各个应用领域提高水平外 主要是瞄着提高

温 !湿廓线的反演精度和垂直分辨率 同时加强降

水 !云水含量和低层水汽的探测 以解决数值预报问

题 ∀

我国的第一代气象卫星 ƒ ≠ 和 ƒ ≠ 近期

都可进入业务应用阶段 当其发射上天以后 立即可

以在上面阐述第一 !第二个应用领域发挥作用 因为

有较雄厚的资料处理和应用的基础 在这一方面它

们都会比 和 ≥ 卫星发挥更大更好的作

用 ∀ ƒ ≠ ≤ ⁄卫星可以获取全球资料 这是我国

第一次能直接获取实时的全球资料 自然是十分宝

贵的 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但是使其在中长期天气

预报 !全球变化研究 !气候预测中发挥出作用 也还

必需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工作 因为我国在这方面

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 ƒ ≠ ≤ ⁄卫星的一个重要

作用就在于它获取的全球资料使我国开始具备了开

展这方面工作的条件 从而逐步获得应用效益 ∀然

而 ƒ ≠ 卫星只载有扫描辐射计一种遥感器

卫星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它自然也没有能

力解决 ∀

对 ƒ ≠ 的要求和应用目的在本文前言中已

简要说明 ∀它所具备的遥感器基本上包含了

卫星和新一代气象卫星中业务应用的主要

遥感器 其目的就是要使我国极轨气象卫星赶上世

界水平 成为气象探测业务中的一个主要成份 特别

是在 批阶段 ∀

能不能给中期数值预报提供合格的初始场仍然

是一个关键性的难题 ∀ ƒ ≠ 批 卫星发射后

可具有与目前的 卫星相当或更好一些的全

球资料 因此可使我国在中期数值预报中应用卫星

资料的水平从空白发展到大体相当于欧 !美 !澳等现

在的水平 ∀然而 气象卫星资料在数值天气预报应

用中得到真正突破性进展的期望 当在 批卫星发

射后 ∀

当高光谱分辨率红外大气探测器等新型遥感器

上天后 从美国已进行的飞机试验表明 大气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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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可提高约 1 ε 大气相对湿度的精度约为

垂直分辨率约为 与探空资料相当或接

近 此时其全球均匀高空间分辨率的优势将得以充

分发挥 ∀因此 在 ƒ ≠ 批 增加新型遥感器

后 我们将接近或赶上当时的世界水平 使气象卫星

资料在数值天气预报中真正起到重要的作用 ∀

在 ƒ ≠ 批 状态下 由于具有微波成像

仪 !微波湿度探测辐射计 同时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

仪器中也增加了卷云和低层水汽探测通道 因此比

世纪 ∗ 年代的 卫星 大大增强了对

云区和水的观测能力 对降水量 !云水含量 !水汽总

量 !土壤湿度 !冰雪覆盖的探测能力都有所加强 ∀现

在卫星资料在数值预报中的应用尽管效果不很突

出 但从欧洲预报中心的应用来看 还是有相当的作

用 云 !水观测能力的加强有可能使 ƒ ≠ 资料在

我国的中短期数值预报中的应用取得更好的效果 ∀

同时 它将使我国有可能全面展开在数值预报中应

用卫星资料的研究工作 建立在数值预报中使用卫

星资料的科学和技术基础 ∀

对于全球变化的研究和气候预测 ƒ ≠ 可对

多种气象和地球物理要素作综合探测 又能获取大

量的全球资料 给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解决了数据

来源问题 使我国学者从以前只能站在一边看 或者

向国外要一点人家已经使用过的资料开展工作的状

态 变为能够使用第一手的实时资料全面参与这一

方面工作 同时也可使在这一领域的应用从专题科

学试验逐步进入业务应用 ∀

对于监测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 由于有了中分

辨率成像光谱仪 对陆地和海洋都具有了更充分的

可以利用的通道 特别是有 个通道空间分辨率提

高到 使监测能力大大增强 ∀我国自然灾害频

繁 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当前土地利用状况 !农业

结构 !城镇建设等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 迫切需要利

用遥感手段进行大范围快速的监测 因此用

卫星 ∂ 资料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全国迅速

展开 极受欢迎 ∀然而 目前气象卫星资料空间分辨

率为 对复杂的地表状况空间分辨率不够 而资

源卫星资料空间分辨率很高 在 量级 又每次

过境观测地域小 半个月以上才能全部覆盖地面一

次 对于快速变化的生态环境 例如作物的长势监

测 时间分辨率不够 ∀所以 观测地域如气象卫星一

样大 而空间分辨率为 量级的探测要求就提

出来了 ∀以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为主 再配合其他

遥感器 将成为大大提高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监

测水平和扩大应用领域的有力手段 ∀

当前的各种专业活动 航空 !航海等都需要全球

资料 ∀ ƒ ≠ 的全球资料是相当丰富的 特别是具

有微波成像仪 能够获取全球洋面的风速 对航海具

有重要作用 ∀

 结束语

美国的民用极轨气象卫星从 年的 × ≥

起至现在还在工作的 共发射了

颗卫星 通过 !

! ! ! χ共 颗卫星的过渡 在 年以前将

发射军民合用的新一代卫星 ° ∞≥≥ 同时通过

∞ ≥ !欧洲将发射极轨气象卫星 ∞× ° 把极轨气

象卫星的技术和应用水平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

我国通过 ƒ ≠ 四颗卫星和 ƒ ≠ 批 卫

星 到 年前后发射 ƒ ≠ 批 卫星 使其达

到或接近当时美国和欧洲的业务极轨气象卫星的水

平 我国用大约美国八分之一的卫星数量 走过这一

发展历程 应该说是节约和高效的 ∀

我国气象卫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从技术上讲

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应用上讲都应发挥它应有的重

大作用 ∀但是从 ƒ ≠ ≤ 卫星获取的全球资料的应

用起 要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和效益还要有一个过程

由于这些资料对我国来讲是新的 以前没有应用过

如何应用还必须经过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 对于

ƒ ≠ 的资料的应用更是如此 ∀因此从现在起就

应考虑安排 ƒ ≠ 资料处理和应用的预研究工作

这一工作做得越充分 待卫星发射后 发挥作用和效

益的过渡期就越短 而发挥的作用和效益也越大 这

是一个需要十分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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