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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 6 时 55 分，高分三号卫星搭
载长征四号丙型运载火箭从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升空，至此，我国高分卫星家族又添
一颗闪亮新“星”。

自 2010 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重大专项工程启动开始，6 年间，“高分
一号”“高分二号”“高分四号”等中国卫
星接力在星空中相聚，为突破制约我国遥
感卫星一系列关键技术，构建自主先进的
对地观测系统持续发挥作用。

那么，高分三号卫星较之前发射的高
分系列卫星具备哪些特点？高分系列卫星
的应用前景又是如何？且看 《经济日报》
记者采写的报道。

全天时全天候坚守

纵览浩瀚银河，已有高分众星闪耀。
“十二五”期间，我国高分专项工程成功
发射入轨“高分一号”“高分二号”和

“高分四号”等三颗卫星，包括正在研制
的“高分五号”“高分六号”和“高分七
号”等卫星全部为光学遥感卫星，仅能够
提供高精度光学对地观测遥感数据，而此
次发射的高分三号卫星较之家族的其他成
员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

高分三号是我国首颗 C 频段多极化高
分辨率微波成像遥感卫星，与光学遥感卫
星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天时、全天候的
成像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高
分三号卫星工程总师徐福祥介绍，“由于
光学遥感卫星主要利用可见光和红外得以
成像，因此极容易受到不利天气影响，甚
至导致无法成像”。

而不论白日或黑夜，也不管晴空还
是雷雨多云，高分三号卫星能够穿过恶
劣天气的阻挡，随时对地成像，特别是
遇到防灾救灾情况下的卫星成像应用。
徐福祥说，“当出现地震、滑坡、洪涝等
自然灾害时，往往伴随着不利的气象条
件，并且要求观测系统能够快速响应提
供灾区第一手图像信息，在这个时候，
类似高分三号的微波成像卫星往往发挥
更大的作用”。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 70%的灾害是
地震、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对居
民区、生命线、农林牧及自然资源都会产
生严重威胁。国家海洋局国家卫星海洋应
用中心主任、高分专项应用系统副总师蒋
兴伟介绍，高分三号卫星同时作为我国首
颗 C 频段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 （SAR） 成
像卫星，它所提供的高分辨率全极化 SAR
数据在陆地建筑物识别分析、滑坡体形态
特征提取、地表形变定量测算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实现对灾害区域的有效
监测和定量评价，有利于更好地安置灾
民、调配救援力量和指导灾后重建。

“不只是应对灾害的观测，各行业都
迫切需要高分三号卫星所提供的高质量连

续稳定的合成孔径雷达图像，以改善我国
民用天基高分辨率 SAR 数据严重依赖国
外进口的现状。”徐福祥强调。

12般武艺精准成像

“高分三号卫星具备 12 种成像模式，
不仅可以探地，还可以看海，是一星多用
的典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高
分三号卫星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刘杰告诉
记者，在开启了全天时、全天候的海陆信
息监视监测后，高分三号的成像功能一点
儿也不简单。

他举例说，高分三号卫星涵盖了传
统的条带成像模式和扫描成像模式，以
及面向海洋应用的波成像模式和全球观
测成像模式，除此之外，高分三号还在
国内首次设计了滑动聚束成像模式和双
孔径超精细成像模式，开拓了我国星载
SAR 成像的新应用，如此多极化信息的
提供，将对目标成像形成更为精细、丰
富的特性描述。

在成像质量方面，高分三号卫星依然
拔得头筹，具备实现精确至 1 米分辨率的
成像能力，使它成为世界上 C 频段多极化
SAR 卫星中分辨率最高的卫星系统，并通
过左右姿态机动扩大对地观测范围和提升
快速响应能力。

同时，高分三号的观测幅宽可从 10
公里延伸至 650 公里范围，分辨率达到
10 米量级和百米量级成像要求，“这意味
着‘高分三号’不但能实现大范围的普
查，还可以针对特定区域进行详查，满
足不同用户对不同目标的成像需求。”刘
杰说。

或许有人不禁会问，要想实现高分三
号卫星十二般武艺精准发力，是否会存在
耗时久、耗能大而寿命短的问题？

高分三号的各项综合技术指标却能一
一击破这些质疑。在确保获取高精度 SAR
图像的前提下，高分三号可支持最长单次
连续成像工作约 50 分钟，满足特定用户
连续工作的需求。“形象点说，它已具备
完成我国从北到南一次成像的能力。”刘
杰解释道。

此外，高分三号卫星首次采用星上自
主健康管理系统，将针对潜在安全问题提
前报警并提供自主管理策略，为卫星长时
间在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高分三号卫星在轨设计寿命长达 8
年，是我国首颗长寿命设计的低轨遥感卫
星，可为用户提供长时间稳定的数据支撑
服务，大幅提升整星系统效能。”徐福祥
如是评价。

冉冉之星纵观沧海

正是基于高分三号全天时、全天候对
地观测的出色表现，未来还将围绕海洋目
标监视、海洋环境监测、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权益维护和防灾减灾等方面充分挖掘
高分三号卫星的“观海”潜质。

“当船只航行在汪洋大海上，风与浪
便成了它们航行中最重要的海上参数信
息。”蒋兴伟向记者介绍，利用“高分三
号”多极化信息处理和高分宽幅兼容特
性，能够实现海上风、浪信息高定量化
观测。

“与看图识字不同的是，从图像看不
出浪高、海面风速是多少，但通过卫星
SAR 遥感器获取多极化信息，进行建模反
演，可以得到高定量化海面风、浪数据产
品。”蒋兴伟表示，依靠高分三号实时获
取的全球海面风、浪信息数据，能够开发
针对全球海上风浪信息的预报产品，为船
只的安全航行提供服务。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海洋大国，
大陆海岸线约 1.8 万公里，岛屿海岸线约
1.4 万公里，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长期以来，海洋及涉海用户
对高分卫星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需求就
极为迫切。

“譬如在有效管控海域方面，通过卫
星遥感能够将具备登记信息标注的船只进
行快速筛选，从而便捷定位非法船只的进
入。”蒋兴伟介绍说，高分三号卫星还可
以提供我国临近海域的风暴潮、海面溢
油、绿潮等信息，为海洋灾害监测和评
估、应对重大环境事件提供快速地理空间
信息支持。

而“观海”之外，高分系列卫星应用
可谓遍地开花。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
中心主任、高分专项工程总设计师童旭东
介绍，截至目前，仅高分一号卫星累计分
发数据 420 余万景，高分二号卫星数据
140 余万景，高分四号卫星从今年 6 月 13
日正式投入使用后，也有效支撑了减灾、
气象、地震、林业、环保等行业主体业务
需求。

今年 3 月，“高分应用综合信息服务
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联通 16 个行业和 7
个地区，共享专题产品 446 项，共享数据
量达 840TB，并据统计，高分卫星数据已
实现替代进口数据，自给率达 80%，成效
显著。

“随着我国高分数据持续稳定供应和
数据处理服务的逐渐完善，国外卫星数据
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以及数据价格均将大
幅下降。”童旭东如是说。

高分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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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分三号”卫星的顺利升空，
我国高分专项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
地球的大气层外，一张“中国造”的天眼
网络正逐步成型，地球上的一景一物，都
被其尽收其中，变成一张张“中国自拍”
传回地面。

高分专项是指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是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确定的
重大专项之一。在高分三号卫星发射前，
我国已经陆续研制发射并投入使用了“高
分一号”“高分二号”和“高分四号”等高分
卫星。“高分三号”的顺利升空，使得高分系
统在高空间分辨率与高时间分辨率上实现
了更加有机地结合。从天山到长江，从北
京到宁夏，高分卫星正在越来越多的区域
和行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极
端天气频发，防汛防涝形势严峻。水利
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关注着汛情的变化，
而高分卫星成为水利专家们监测汛情的
重要工具。“这是 7 月 8 号高分一号采集
的长江干流从洞庭湖到长江口的数据，
我们对水量、警戒水位进行了计算，为
防汛和水利部门提供数据⋯⋯”在水利
部，专家们为记者演示了通过高分卫星
监测汛情的过程。

抗洪工作落实在点，防汛规划则要更
加宏观，这正是高分卫星的长处。“高分

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大范围区域情况看得更
清楚，问题解决得更充分。”水利部水利
信息中心副主任蔡阳说。

除了应急防汛，高分卫星的使用在水
利监测中已经常态化，据专家介绍，目
前，在地表水、水源地、灌溉面积方面的
监测，高分一号、高分二号数据占遥感总
数据量超过 50%；在水旱灾害日常监测
中，高分一号、高分二号数据占总遥感数
据的 89%；在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与公
告的项目中，高分一号、高分二号数据占
总数据量的 61%。蔡阳表示，高分的使
用，提升了我国在水利监测数据层面的国
产化程度，摆脱了对国外卫星数据的依
赖。“我们几乎不用进口数据了。”谈到这
些，蔡阳难掩自豪之情。

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张“高分天眼
网”，将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尽收
眼底，同时，也能够清晰地拍摄到地面上
的一小片草地。在新疆，草业工作者们的
工作也因此改变。1993 年，阿斯娅·曼力
克大学毕业，来到新疆畜牧科学院草业研
究所工作。2003 年，新疆开始实行退牧
还草工程，以保护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草
地退化，阿斯娅和同事们肩负起了监测草
地变化的工作重任，卫星图像数据成为监
测的重要手段。但是当时国内尚无可用的
卫星数据，研究所只能购买国外的数据，
分辨率也不是很高。为了准确验证数据，

阿斯娅和同事们必须骑马去部分地区实地
验证。阿斯娅依然记得那种常人难以想象
的辛苦：“有一次，我骑了十天，每天从
早上 8 点骑到晚上，下来后都不会走路
了。”2013 年，阿斯娅在工作中第一次用
上了高分卫星数据，更加优质的国产卫星
图像数据让阿斯娅和同事们告别了“在天
山中骑十天马”的日子。谈论起这些，阿
斯娅难掩激动的心情：“使用我们自己的
数据，不但节约了时间，也节省了科研经
费，真的感到特别自豪。”

阿斯娅的工作经历是高分专项在新疆
众多应用中的一个缩影。新疆地域辽阔，
地理情况复杂，地质灾害频繁，在国土资
源调查、防灾减灾、应急抢险等领域都需
要大量准确的卫星影像及数据支持。作为
高分系统区域应用示范区，当前，新疆已
建立起完备的区域国产高分卫星数据应用
技术体系。截至今年 5 月，新疆卫星应用
中心已为全疆 46 家单位免费分发卫星数
据 2 万余景，数据量约 12T，覆盖全疆所
有地州市。同时，高分也带来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按现有市场保守价格每平方千
米 2 元计算，这些卫星数据经济价值达
5000 余万元。”新疆卫星应用中心总工程
师李虎说。

通过对高分卫星数据的应用，新疆在
湿地保护、油田生态安全、水资源利用等
方面成果显著。据介绍，近期，通过对高

分卫星数据的使用，新疆各有关部门已经
完成了近 30 年艾比湖流域耕地及水域等
生态环境变化监测、乌鲁木齐工业园区近
10 年园区建设情况、阿勒泰布尔津县近
30年耕地扩张情况等情报产品的生产，撰
写了 《艾比湖湿地大幅萎缩，生态治理已
刻不容缓》 等情报分析报告。

在宁夏，高分卫星正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大显身手，成为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帮
手。固原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是有名的贫
困地区，搬迁移民成了脱贫的重要手段，
搬迁过程中，高分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宁夏遥测院院长吴加敏介绍说：“在进行
搬迁选址时，通过使用高分，我们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哪里有后备耕地，哪里水源条
件好，哪里是合适的落迁地点。此外，通
过高分的应用，我们也可以实时监测原址
的生态恢复情况。”

农业在宁夏产业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农作物种植依然是宁夏地区群众的重
要增收手段。近些年，通过对高分的利
用，宁夏逐步推动土地种植的精细化管
理，有效地帮助农民实现增收。“通过高
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地的边界、土
地的坡度、种植的作物种类等，我们将这
些数据提供给农业部门的有关专家，再由
他们制定农地种植规划，向农民提出种植
建议，实现农地生产最优化，目前已经取
得了很好的增收效果。”吴加敏说。

天山上的草业观测站。依靠高分图像，草业观

测工作效率大为提升。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在新疆卫星应用工程中心某平台，制作好的卫

星图像从这里发往各个应用点。本报记者 袁 勇摄

展示中的卫星图像数据。本报记者 袁 勇摄

▲ 8 月 10 日 6 时 55 分，我国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高分三号卫星发射

升空。 （新华社发）
▶ 图为携带高分三号卫星升空的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资料图片）

高分系列卫星推进情况
高分专项工程启动 6 年来，“高分一号”至

“高分四号”中国卫星接力成功发射升空。

◀ 高分三号卫星

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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