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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万公里高空“紧盯”沙尘暴
揭秘风云四号首颗业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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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山火
到伊朗南部洪涝，从巴
基斯坦沙漠蝗灾到孟
加拉湾气旋风暴……
作为全球综合地球观
测系统重要成员，风云
家族早已肩负国际重
任，被世界气象组织纳
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
卫星序列。即将“入
职”的风云四号 B 星，
将接续风云卫星的使
命，与风云四号A星携
手，拓展风云卫星家族
服务全球的“版图”。

“遥望星空，风云四
号 A 星 定 点 于 东 经
104.7度，而B星则将定
点于东经 123.5 度赤道
上空。双星‘联手’，观
测范围不仅完全覆盖我
国国土，还能涵盖西北
太平洋、大洋洲等更广
阔区域。”中国气象局台
风与海洋气象中心副主
任钱奇峰表示，风云四号
B星定点位置向东偏移
后，观测范围扩至日界
线以东，大大弥补了之
前卫星在西北太平洋东
侧观测范围不足的缺
点，能够全面覆盖我国
责任海域，为全球台风
监测，特别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气
象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气象局党组书
记、局长庄国泰介绍，风
云四号B星将为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作为世界气象组织
全球业务卫星序列重要
组成部分，风云气象卫
星正持续为118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数据产品和
服务，其中包括 83 个

“一带一路”国家，风云
卫星的全球应用服务潜
力正逐步释放。

综合新华社、《光
明日报》

6月3日，我国风云气象卫星家
族喜添新星——风云四号B星，这
是我国第二代静止气象卫星的首颗
业务星，在风云四号A星的基础上
增加了快速成像仪，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静止轨道250米空间分辨率全
天时观测。

风云四号B星的研制是源于加
强监测沙尘天气的需要，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抓
总研制，中国气象局承担地面应用
系统建设。那么，风云四号B星到
底有什么用？在技术上有哪些创
新？“双星在轨”后将对我国天气观
测能力带来哪些提高？记者为此专
访了有关专家。

“按照运行轨道
划分，气象卫星可分
为绕地球两极运转的
极轨气象卫星和相对
地球不动的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两大系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风云四号总设计师
董瑶海说，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在地球赤道
上空约 3.6 万公里，相
对地球静止，可观测
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
固定区域并对同一目
标地区进行持续不断
的气象观测。

董瑶海表示，我国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
时拥有极轨和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当前，风云家族已经具
有风云一号、风云二
号、风云三号以及风云
四号两代四型共18颗
风云气象卫星。

据介绍，风云一
号和风云三号属于极
轨气象卫星，可以获
取全球观测数据，是
实施全球监测的“巡
逻兵”；风云二号和风
云四号属于地球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相对地
球静止不动，可以获取
我国所在区域的连续
动态观测数据，是坚
守岗位的“哨兵”。

“与工作考核寿
命 5 年的试验星 A 星
不同，风云四号B星作
为业务卫星，设计和
工作寿命均为7年，且
各项性能指标要求更
高。”董瑶海说，在继
承 A 星综合探测能力
优势的基础上，风云
四号B星在高频率、高
分辨率、高灵敏度等
方面能力将进一步提
升。

“风云四号B星的
研制，还要从一场沙

尘说起。”董瑶海说，
沙尘、台风等天气现
象影响范围广、预测
难度大。2017 年 5 月
3日，我国北方出现了
2017年以来最强沙尘
天气过程，影响面积
占 我 国 国 土 六 分 之
一。正是这场沙尘，
坚定了风云四号卫星
用户、研制团队进一
步增强高频次区域观
测能力的决心。

董瑶海说，如今，
风云四号 B 星发射成
功，新增了快速成像
仪，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静止轨道 250 米空
间 分 辨 率 全 天 时 观
测，通过长线列探测
器和二维灵活扫描成
像，可以实现更高分
辨率、更灵活快速地
对地特定区域扫描成
像，大幅提高了我国
对一些尺度较小、持
续时间较短的短临天
气现象的观测能力。

据介绍，此次B星
最新装载的快速成像
仪具备区域高时间分
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
监测能力。结合先进
的静止轨道辐射成像
仪，B 星在 A 星每 5 分
钟对我国及周边区域
成像1次的基础上，能
够实现百万平方公里
区域 1 分钟级连续观
测成像。

风云气象卫星工
程总指挥，中国气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于新文说：“B 星充分
继承 A 星技术状态，
并进一步丰富功能、
提升性能。双星组网
将进一步满足我国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 地 区 气 象 监 测 预
报、应急防灾减灾等
服务需求。”

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
师张志清介绍，风云四号B星在观
测地球的同时，还“监视”太阳的活
动。设计者们给它准备了一个“百
宝袋”，即空间环境监测仪器包。
除了配备 A 星的高能粒子探测器
和中能电子探测器，还装上了中能
和低能粒子探测器、灵敏度更高的
磁场探头以及能实现三个方向各
5 种屏蔽厚度探测的辐照剂量仪
……这些“神器”将为空间天气预
报预警提供更多可靠信息。此外，
B 星发射后将定点于东经 123.5
度，与104.7度的A星相比，把观测
范围在经度上向东扩展，能覆盖更
多的太平洋区域。对台风预报员
而言，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台风
位置、强度和路径等预判有了更佳
的视角。

“这将帮助预报员更灵活地观
察台风、暴雨等中尺度灾害性天气
的结构及其演变的精细化动态，也
让短时强降水、飑线、雷暴等小尺
度、短生命史、破坏性大的强对流
天气更容易被识别和捕捉。”张志
清说。

“以前气象卫星提供什么产
品，预报员就用什么产品。风云四
号B星投入使用后，可以成为预报
员的‘眼睛’。”张志清说，由需求驱
动的智能观测，将带领气象卫星业
务从提供数据产品向快速响应预
报服务需求转变。

除提高频率外，风云四号B星
将提供比 A 星更高的探测灵敏度
和探测精度。它可在36000千米距
离精确感知到地球大气 0.05 摄氏

度的温度变化，其温度探测结果与
真实值的偏差在 0.5 摄氏度以内，
相比A星提高1倍。

“这将为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提
供更高精度的初始场资料数据，提
高对突发天气的预报精度。”风云
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副总设计师
杨磊说，此次B星搭载的静止轨道
辐射成像仪还增加了一个 7.24 微
米至 7.6 微米低层水汽通道，相当
于在源头加装了一个高科技“探
头”。

“对预报员来说，低层水汽的
快速变化对局地突发性对流系统
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是预报预警的得力助手。”杨磊说，
B 星的静止轨道干涉式红外探测
仪空间分辨率也从16千米提高到
12 千米。这就意味着探测的格点
更细，能够获得更丰富的晴空大气
温湿度廓线数据，能够更好地辅助
气象决策。

杨磊介绍，当前，全球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全球气候
变化及其造成的危害愈发严重。
风云四号 B 星上先进的静止轨道
辐射成像仪、静止轨道干涉式红外
探测仪、快速成像仪、空间天气监
测仪器等，能够提高精细化观测水
平，提供更精确的高光谱大气辐射
和温湿度廓线产品等，这些无疑将
大幅提高我国防灾减灾的能力。

杨磊表示，风云四号B星新增
的快速成像仪将对台风、暴雨和中
尺度灾害性天气的连续、灵活、高
分辨观测能力进一步提升，并将实
时动态监测洪涝、高温、寒潮、干

旱 、积 雪 、植
被 、沙 尘 暴
……身处地球
赤 道 上 空 约
3.6万公里，风
云四号B星将
更快、更广、更
精 准 探 测 风
云，像今年春
天北京等北方
地区发生的沙
尘天气，以后
都可以被风云
四号B星监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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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风
云四号 B 星
模拟动画。

2021年6月3日，我国成功发射风云四号B星。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