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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综合性太阳
探测专用卫星——“先进天
基太阳天文台”（ASO-S）将
于 10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择机发射，展开对太阳这
颗炙热恒星的探索之旅。

ASO-S重 888千克，研
制时间超过 5年，将运行在
距离地表 720 千米的太阳
同步轨道，设计寿命大于 4
年。ASO-S以“一磁两暴”
为科学目标，“一磁”指的
是太阳磁场，大部分的太阳
活动都直接受到太阳磁场
的支配，而“两暴”指的是
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

现象，即太阳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

ASO-S 将利用太阳活
动第 25 周峰年的契机，对
耀斑、日冕物质抛射和全
日面矢量磁场开展同时观
测，研究“一磁两暴”的起
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
为严重影响人类正常生活
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
供支持。

ASO-S 卫星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 甘 为 群 研 究 员 介 绍 ，
ASO-S 卫星上共搭载了 3
台有效载荷，即全日面矢量

磁像仪、莱曼阿尔法太阳望
远镜和太阳硬 X 射线成像
仪，将首次实现在一颗近地
轨道卫星平台上对全日面
矢量磁场、太阳耀斑非热辐

射成像和日冕物质抛射的
日面形成与近日冕传播同
时进行观测，并首次实现莱
曼阿尔法波段全日面和近
日冕同时观测。

中国卫星“天网”闪耀寰宇

编前 今年以来，我国成功发射了诸多卫星，分别用于大气环境监测、陆
地生态系统碳监测、观测宇宙中天体辐射、太阳探测、低轨道量子密钥分
发试验、海陆观测……而就在二十大召开之际，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
测专用卫星——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也将升空。

4 月 7 日，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了一颗1米C-SAR业
务卫星。该星是我国第
二颗 C 频段多极化合成
孔径雷达业务卫星，可
与已在轨运行的首颗 1
米 C-SAR 业务卫星及
高分三号科学试验卫星
实现三星组网运行，卫
星重访与覆盖能力显著
提升，标志着我国首个
海洋监视监测雷达卫星
星座正式建成。

与高分三号卫星相
比，1 米 C-SAR 业务卫
星在成像质量、探测效
能、定量化应用等多个方
面进行了提升。三颗卫
星完成组网后，与单颗卫
星相比，平均重访时间由
15小时提高至5小时，可
为海洋环境监测与海上
目标监视、自然灾害与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监测、土
地利用、地表水体等多要
素观测提供高时效、稳
定、满足业务化应用的定
量遥感数据。

4 月 7 日，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遥三十八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高分三号03
星。高分三号03星入轨
后将与在轨运行的高分
三号 01 星、高分三号 02
星组网运行，形成海陆雷
达卫星星座，三星携手在
太空中织就一张“天眼
网”，实现 1 米分辨率、1
天重访，将大大提升我国
雷 达 卫 星 海 陆 观 测 能
力。据悉，高分三号 03
星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单
圈工作时长由30分钟增

加到100分钟，可实现全
球海域长时间连续监测。

高分三号系列卫星
功能强大、性能优越，可
满足海洋防灾减灾、海
洋动力环境监测以及减
灾、国土、环保、水利、农
业和气象等领域应用需
求。因此，它们被称为

“太空全能神探”。三星
组网后，整体成像能力
将大幅提升，标志着我
国民用高分辨率合成孔
径雷达卫星数据由示范
应用阶段正式跨入业务
化应用阶段。

7月13日，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托举天链二
号03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将卫星精
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
第二代地球同步轨道数
据中继卫星系统正式建
成，天基测控与数据中继
能力大大提升。该星入
轨并完成测试后，将与天
链二号 01 星、02 星实现
全球组网运行。

中继卫星的全称是
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相
当于一个天上的数据中

转站，可为卫星、飞船等
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
测控服务，能够极大地提
高各类卫星使用效益和
应急能力，并能减少地面
站、测量船的数量，被称
为“卫星的卫星”。

我国天链中继卫星
最主要的任务是为飞船、
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
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
和测控服务，例如天地通
话、太空授课、交会对接、
出舱活动等重要任务的
通信就是以天链中继卫
星为主来完成的。

4月 30日，在我国东海
海域的海上发射平台，长征
十一号运载火箭将“安溪铁
观音二号”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据悉，“安溪铁观音二
号”卫星将与2月27日发射
的“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
一起对地组网进行观测。

“安溪铁观音二号”卫

星是我省首颗分辨率达到
0.5 米的光学商业遥感卫
星，也是我国目前民用和商
用领域最高分辨率的光学
遥感卫星之一。

据悉，“安溪铁观音二
号”卫星具备高分辨率、高
集成度和智能化特点，每
天可获取 19.6 万平方千

米 的 全 球 对 地 观 测 数
据。该卫星获取的高分
辨图像数据可为福建省
及全球客户提供自然资
源监测、城市精细管理、
精准农业、数字茶园、智慧
海洋、应急防控及全球重
点目标变化监测等领域的
空天大数据服务。

4 月 16 日，我国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四号
丙运载火箭发射大气环境监
测卫星。其是世界首颗具备
二氧化碳激光探测能力的卫
星。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运行
于太阳同步轨道，配置了大
气探测激光雷达、高精度偏
振扫描仪、多角度偏振成像
仪、紫外高光谱大气成分探

测仪和宽幅成像光谱仪五台
有效载荷。

国家航天局公布的信息
显示，卫星利用主动激光、高
光谱、多光谱、高精度偏振等
多种手段综合观测，可实现
对大气细颗粒物、污染气体、
温室气体、云和气溶胶以及
陆表、水体等环境要素大范
围、连续、动态、全天时的综
合监测。

7月 27日，世界首颗量
子微纳卫星——低轨道量
子密钥分发试验卫星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力箭
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该卫星的科学目标是在世
界上首次实现基于微纳卫
星和小型化地面站之间的
实时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为
构建低成本、实用化的天地
一体化广域量子保密通信
网络奠定基础。

面向日益增多的用户
需求，在“墨子号”所奠定的
技术基础上，发射多颗低成
本量子卫星实现组网运行，
是构建高效率、实用化、全
球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必由
之路。

与量子微纳卫星一同
升空的，还有轨道大气密
度探测试验卫星。该卫星
将有效提升大气密度的反
演精度，为航天飞行器轨

道预报、碰撞预警等提供
有效技术支持。轨道大气
密度探测试验卫星为一颗
质量 36 千克、直径 60 厘米
的轻质球形卫星。球形卫
星构型简洁，具有确定的
面质比，不仅可以显著降
低各项参数变化对大气密
度反演的影响，而且可以
不必进行频繁的姿态调
整，可以显著降低卫星制
造的成本。

8月4日，我国首颗陆地
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句芒
号”由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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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芒号”

碳星通过激光、多角度、多光
谱、超光谱、偏振等综合遥感
手段，可实现植被生物量、大
气气溶胶、植被叶绿素荧光
等要素的探测和测量。

碳卫星可以对全球大气
中二氧化碳浓度进行动态监

测，进而给出全球碳分布数
据。同时，高光谱与高空间
分辨率二氧化碳探测仪和多
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的配
备使其能够对二氧化碳和气
溶胶探测等进行精准“把
脉”，为助力我国“双碳”目标

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
供监测数据支撑。

句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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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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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长光卫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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