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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11时0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
成功将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以及搭载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顺利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8月4日11时0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
箭，成功将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句
芒号”以及搭载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
少年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主要用于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陆地生态和资源
调查监测、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评价，
并为环保、测绘、气象、农业、减灾等领域
提供业务支撑和研究服务。“句芒号”是
我国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
感卫星，能够实现对森林植被生物量、气
溶胶分布、叶绿素荧光的高精度定量遥
感测量。“句芒号”的升空，标志着我国碳
汇监测进入遥感时代。

此次发射也是自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成功首飞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
800多天内连续成功执行的第100次宇航
发射任务，国家航天局负责“句芒号”卫
星工程管理、重大事项组织协调、发射许
可审批，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八院分别负
责卫星系统和运载火箭系统抓总研制。

尝试“跨界”
“身怀绝技”的“技能之星”

句(gōu)芒，是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中
的木神、春神，主管树木发芽生长，与祝
融齐名，象征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责
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句芒
号”卫星在轨运行后，可获取全球森林碳
汇的多要素遥感信息，提高碳汇计量的
效率和精度，转变传统的人工碳汇计量
手段，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实
提供重要的遥感支撑。

森林碳汇监测需要有高精度的植被
数据作为支撑，为达到这一要求，研制团
队尝试“跨界”，创新性地将天基测绘“激
光雷达+光学相机”为代表的主被动联合
观测手段应用到森林监测中。

获取高精度的植被高度和面积信息
是森林碳汇监测的关键，对应到卫星设
计上，即对激光雷达和多光谱相机提出
了高要求。为了让“句芒号”具备高精度
森林碳汇监测能力，研制团队基于现有

技术基础，从性能提升、配置方式、总体
设计上做出创新突破，最终满足了森林
碳汇监测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遥感卫星总体部
专家介绍，这种主被动联合观测模式，不
仅充分发挥了激光雷达和多光谱相机的
优势，同时还能利用激光校准多光谱相
机精度。

“准、全、细、精”
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

植被高度、植被面积、叶绿素荧光和
大气PM2.5含量是计算森林碳汇能力的
核心数据。作为森林碳汇监测的“专业
之星”，“句芒号”配置了多波束激光雷
达、多角度多光谱相机、超光谱探测仪、
多角度偏振成像仪等4种载荷支持获取
以上数据，确保数据“准、全、细、精”。

植被测高结果“准”。“句芒号”利用
多波束激光雷达进行植被测高其实是一
个抽样测量的过程，通过计算激光到树
冠以及地面的时间差得出树木的高度，
而卫星一次测量发射出激光的光束数
量、频次决定着测量精度。为最大程度
提升植被测高的数据精度，研制团队通
过数据反演、仿真分析、应用测试，最终

使植被测高精度大幅提升。
获取植被面积“全”。为准确还原森

林茂密程度，研制团队为卫星设计安装
了5个多光谱相机，实现对地5角度立体
观测。同时，为了避免植被阴、阳面光线
影响，研制团队创新性提出月球定标方
法，确保5角度成像光谱响应一致。实现
这些能力后，5角度多光谱相机就能帮助

“句芒号”绘制一幅“立体”植被分布图。
叶绿素荧光探测“细”。叶绿素是植

被光合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叶绿素荧
光高精度制图便是“句芒号”支撑高精度
监测的重要环节。但叶绿素荧光的能量
非常小，仅有约0.5%到2%以荧光的形式
发射出来，为提升叶绿素光谱探测精细
程度，科研人员为“句芒号”设计配置了
超光谱探测仪，创新使用了光栅分光原
理，能够探测到人眼所看不到的太阳光
细微的明暗变化。

大气校正数据“精”。为了去除大气对
监测数据的影响，研制团队首先为“句芒
号”专门配置了偏振成像仪，支持35个角
度监测大气PM2.5含量，获取大气横向
PM2.5含量信息。此外，研制团队还增配
了大气激光雷达，用于获取大气纵向
PM2.5含量信息。一横一纵就将数据结果

由二维变成了三维立体信息，更加精准。

操控便捷
能自主规划任务的“智能之星”

“句芒号”载荷多、模式多，但其操控
十分便捷，是一颗具备自主任务规划能
力的“智能之星”。

森林碳汇监测是“句芒号”的主要任
务，除此之外，还可广泛应用于环保、测
绘、气象、农业、减灾等领域，支撑作物评
估、植物病虫害监测、灾害应急成像等工
作。因此，“句芒号”任务繁多，工作模式
复杂，研制团队既要考虑让卫星支持更
多应用，还要考虑让卫星易用、好操控。

为此，研制团队从硬件上保证各种
载荷数据独立传递，从软件上让卫星“智
能化”，根据设定的边界条件参数辨别海
洋、陆地、光照条件，并以此自动规划任
务探测流程，实现自主任务规划。

近年来，中国航天快速发展，古老的
中华文明也在蓬勃发展的航天事业中得
到了传承。

浪漫的“嫦娥奔月”故事为航天探月
工程披上浪漫主义色彩，作为国家“十五”
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向世
界证明了华夏灿烂的五千年文明，而与它
几乎同时开始的探月工程，则把传统中华
文化写进了无垠宇宙和星辰大海。

中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
星“羲和号”名称取义“效法羲和驭天马，
志在长空牧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
的缘起与拓展。

2021年中国航天日，国家航天局正
式公布中国第一辆火星车命名：祝融号，
将火神的名字送上了万里之遥的火星。
这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跨时空融
合，更彰显着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
自信。

“嫦娥”揽月，“羲和”逐日，“祝融”驭
火，“北斗”指路，“句芒”探碳……

越来越多的卫星、航天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
续国家航天局将持续开展“我给卫星起
名字”活动，用中式浪漫的航天世界，让
大家了解更全面、真实的中国航天。

综合新华社、国家航天局网站

8月3日晚间，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
发出“全域人员赋码管理通知”，决定对
全域人员赋码管理。该通知一经宣布，
就在网友中引发热议。8月4日下午，商
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情况说明称，
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了纠正。

据了解，发布“全域人员赋码管理通
知”前，民权县已经静态管理数日，并提
出“对7月20日以来进入民权县域停留4
小时以上，目前已离开民权县域人员赋
黄码管理”。8月3日晚间，民权县管控
措施进一步升级，发出了“全域人员赋码
管理通知”，决定对全域人员赋码管理。

其中绿洲街道、南华街道、北关镇、王桥
镇、老颜集乡、白云寺镇、野岗镇等7个高
风险区人员赋红码管理，伯党乡、花园
乡、胡集乡、人和镇、双塔镇、孙六镇、王
庄寨镇、林七乡、褚庙乡、庄子镇、程庄
镇、龙塘镇等12个中风险区人员赋黄码
管理。

这一通知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网
友认为，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发生本土疫情后，根据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疫情传
播风险大小划定高、中、低风险区域。将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

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
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原
则上以居住小区（村）为单位划定。民权县
在此次赋码调整时所述的风险区域划分
并不符合第九版的规定，与其之前上报
给国务院的风险区域也有较大的差异。

来自当地南华街道袁坡楼村的王先
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所在的村
庄并不在国家的中高风险区内，但是他
也被赋了红码。民权县林七乡东付庄村
的李先生也表示，他所在村庄同样不在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查询到的风险区域
内，但3日他由黄码变成了红码。

据商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8月4日
消息，8月3日，为确保疫情风险不外溢，
确保在全员核酸检测中不漏一人，民权
县对该县中高风险（村、社区）所在乡镇、
办事处及静态管理后仍离开该辖区的人
员进行了临时赋码管理。该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了纠
正。下一步市防控指挥部将进一步加强
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严格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商丘发布”
微博、《新安晚报》等

我国成功发射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
“句芒号”上有哪些“神器”？

河南民权县宣布对全域人员赋码管理引热议

商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回应：立即纠正

◀
陆地生态系
统碳监测卫
星模拟图。
图据国家航
天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