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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降水高精度监测
解析风云三号G星亮点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黄垚 张建松 宋晨）4月 16日 9时
36分，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
量卫星——风云三号G星，搭乘长
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

这是继美国、日本联合发射专
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国际上第三
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卫星，全球
降水星家族首添“中国造”。自此，
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
昏、上午、下午和倾斜四条近地轨道
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

风云三号G星考核寿命为6年，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
研究院抓总研制，地面应用系统由
中国气象局负责研制建设和运行。
这颗新发“降水星”有何亮点？将如
何更精准地预报天气？

对降水进行“CT”扫描

降水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
分。气候变化背景下气象灾害频
发，对降水系统瞬时结构和全球分
布特征的认识，成为防灾减灾、理解
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

风云三号G星是我国第20颗
风云气象卫星。“风云三号G星的发
射有助于发挥我国低轨气象卫星观
测网的整体优势，将显著改善全球
暴雨等灾害早期预警能力。”中国气
象局局长陈振林说。

传统上，降水资料的获取主要
通过雨量计、地基雷达等手段，但由
于地面设备配置数量有限且分布不
均，难以获取大范围高空间分辨率
的地面降水信息。

“一方面地基降水测量雷达在
海上有大量盲区，而海上的台风是
影响我国非常重要的天气系统，此
前我们对台风降水的监测缺乏精确
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地形的遮挡，比
如在西南地区山区，大量的地形遮
挡使得地面雷达也存在诸多监测盲
区。”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鹏
说，卫星能够弥补这些盲区，助力降

水监测和预警。
据第八研究院风云三号G星总

师钱斌介绍，风云三号G星搭载了
我国首套“空中雨量计”——星载
Ku、Ka双频降水测量雷达，将雷达
观测分辨率高和卫星观测范围广的
优势结合起来。该星具备自上而下
获取三维结构信息的能力，就如同
对大气降水进行“CT”扫描，获得降
水精细的立体结构信息。

此外，风云三号G星Ku频段和
Ka频段雷达同步工作，可以利用大
气中不同高度层的降水粒子对两个
频段雷达辐射微波信号反射率不同
的特性，区分雨和雪，并对降水进行
精确估计。Ku频段有利于探测强
降水，Ka频段有利于探测弱降水。
两者结合形成的双频探测，能够精
准感知407公里轨道高度内地球大
气0.2毫米/小时如毛毛雨般的降水
强度变化。

首次运行于低倾角轨道

与很多低轨卫星采用太阳同步
轨道不同，风云三号G星采用倾角
为50度的低倾角轨道。风云气象
卫星首次运行于低倾角轨道有何原
因？

“太阳同步轨道的倾角略大于
90度，卫星每一圈都会经过地球南
北极，其针对极区观测效率较高，但
对中低纬度地区观测效率偏低。而
风云三号G星的主要观测对象是大
多发生在中低纬度地区的降水。”钱
斌说，风云三号G星采用低倾角轨
道，其运动范围集中在南北纬50度
之间，能够更高效、更精准地观测地
球降水。

但选用低倾角轨道也面临外部
热环境变化复杂的挑战。对于运行
在这种轨道上的卫星，太阳在一段
时间内会照射卫星的左侧面，但过
一段时间，又会照射卫星的右侧面。

为确保卫星始终以同一侧面面
向太阳，稳定卫星的外部热环境，航
天科技工作者们为风云三号G星量

身定制了一套自动掉头工作模式。
在轨运行过程中，当太阳光从轨道
面的一侧运动到另一侧时，风云三
号G星将自动旋转，实现前后掉头，
始终以同一侧面面向太阳，保障星
上仪器一直处于舒适的温度区间。

为灾害性降水提供高精度观
测资料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钟表
示，风云三号G星是我国首颗对降
水进行主动测量的卫星，通过星地
雷达融合应用可实现全球三维大
气、云和降水结构探测，将应用于台
风、暴雨和其他极端灾害性天气监
测预报，同时在生态环境、能源、农
业、健康等领域发挥作用。

在寿命周期内，风云三号G星
将有效监测海上台风内部云、雨的
发展过程，为暴雨、暴雪等灾害性降
水提供高精度观测资料，进一步提
高全球数值天气预报效能。

“数值预报模式对降水的预报
本身就存在难点，而风云三号G星
能让降水监测精度提高一大截，这
些观测资料进入数值模式后能够助
力提升降水预报能力。”张鹏说，“在
科学研究跟机理探索方面，通过卫
星积累长期、大量的观测资料，有助
于我们深入研究降水发生和发展机
理。”

针对我国降水气候学特征，风
云三号G星将着重开展其资料在华
南和江淮暴雨监测分析及预报中的
应用研究，青藏高原地区降水气候
学研究以及北方冷云降水特征机理
研究。

未来6个月，风云三号G星将按
照“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思路开
展在轨测试，以充分验证卫星平台、
载荷、星地一体化指标，并全力应对
主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灾害。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颗风云气
象卫星在轨运行，正持续为全球126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产品和服
务。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
到，4月15日，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乘组进行了第四次出舱
活动。在地面工作人员和舱
内航天员邓清明的密切配合
下，两名出舱航天员费俊龙、
张陆圆满完成全部既定工
作，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截至目前，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乘组已完成四次出舱活
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
组出舱活动纪录。在这四次
出舱活动期间，3名航天员在
舱内舱外密切协同，先后圆满
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跨

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
露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为
后续开展大规模舱外科学与
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

此外，执行天舟六号飞
行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七运载
火箭已于4月13日安全运抵
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将与
先期已运抵的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
和测试工作。

天舟六号飞行任务是载
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飞行任
务。目前，工程全线参研参
试人员正在加紧备战，誓夺
任务圆满成功。

神舟十五号乘组完成第四次出舱活动

刷新中国航天员
单个乘组出舱活动纪录

新华社南京4月15日电
（记者朱国亮）时隔30年，位
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的三
星村遗址15日正式启动第二
次考古发掘。

1993年至1998年，三星
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
文物4000余件，入选“1998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6年，三星村遗址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场负责此次考古发掘
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默然介
绍，三星村遗址总面积达35
万平方米，是一座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
年至5500年。第二次考古发
掘批准发掘面积为800平方
米，包括遗址的居住场所、墓
葬区等，计划于今年底完成
发掘工作。

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三
星村遗址发掘面积为500多
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的
墓葬达1000多座，获得1200
余具人体骨骼，其中完整头

颅骨有200多个，这在长江下
游地区同时代遗址中较为罕
见。金坛区已联合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正在研究出土人骨DNA。

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三
星村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玉
器、石器、陶器、骨器以及碳
化稻。其中，已被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的云雷纹豆和带骨
瑁、骨镦的石钺，分别将云雷
纹、“权杖式”石钺出现历史
向前大幅推进。

李默然介绍，三星村遗
址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墓葬
随葬品数量和等级存在较大
差异，遗址内居住场所、手工
业生产场所、墓葬区规划明
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初
现复杂化，可能正处于一个
从平等社会到不平等社会的
转变期，对于文明探源和补
充完善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
谱系具有重要价值。第二次
发掘有望对遗址聚落布局有
更深的了解，有望对当时人
们生活场景进行全景复原。

三星村遗址启动第二次考古发掘
新华社万象4月15日电（记者

樊曦 孙一）记者15日从老中铁路
有限公司了解到，在中老铁路国际
旅客列车13日成功开行当天，中老
铁路老挝段就首次实现了单日客货
运量双破万目标，即客运发送人数
超1万人次、货运发送量超1万吨。

今年以来，老中铁路公司根据
客流变化情况，进一步优化客车开
行方案。随着客运站点和车次逐渐
增多，老挝境内乘坐火车到万象、万
荣、琅勃拉邦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同时，中老铁路货运发送量增长明
显，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0余
种拓展到2000余种。据老中铁路
公司运营总监杜志刚介绍，从中国
发运到老挝的货物主要是机械设

备、家用电器、蔬菜、鲜花、机械配件
等，货物运输覆盖老挝、泰国、越南、
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
国；从老挝发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
是金属矿石、木薯、薏米等，通达中
国25个省区市。

据统计，2023年1月1日至4月
13日，中老铁路老挝段累计开行货
物列车1130列，同比增长122％，货

运发送量突破118万吨。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宏

告诉记者，中老铁路运输潜能持续
释放，呈现“量质齐升、客货两旺”的
特点，为中老两国共同发展繁荣带
来新机遇。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
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于2021
年12月3日全线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老挝段单日客货运量双破万

第三批3种重点领域
国家安全普及读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史竞男）为推动深入学
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深
走实，引导广大公民增强国家
安全意识，在第八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中央有
关部门组织编写的第三批3
种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普及读
本——《国家海外利益安全知
识百问》《国家人工智能安全
知识百问》《国家数据安全知
识百问》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第三批重点领域国家安

全普及读本，是中央有关部门
组织编写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普及丛书》中的3种，采取知识
普及与重点讲解相结合的形
式，内容准确权威、简明扼要、
务实管用。读本始终聚焦总体
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党中央
最新精神，全面反映国家安全
形势新变化，紧贴重点领域国
家安全工作实际，并兼顾实用
性与可读性，配插了图片、图示
和视频二维码，是普及总体国
家安全观教育和提高公民“大
安全”意识的重要辅助读物。

云南玉溪森林火灾明火已扑灭

新华社昆明4月16日电
（记者林碧锋 何春好）云南
省玉溪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15日晚通报，经过全体
扑救人员100多个小时艰苦
鏖战，15日21时55分，玉溪
市江川区“4·11”森林火灾
明火已扑灭，现已转入火场
清理看守阶段。此次森林火
灾无人员伤亡。

4月 11日，玉溪市江川

区九溪镇发生森林火情。
接报后，当地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力量扑救。省、市、
区各级共投入森林消防、消
防救援、公安民警、武警官
兵、专业扑火队、民兵、干部
群众共计4000余人开展扑
救工作，妥善转移安置部分
可能受火灾影响村庄的群
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