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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降水高精度监测
解析风云三号G星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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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垚 张建松 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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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国亮）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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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村遗址启动第二次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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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降水进行“CT”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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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运行于低倾角轨道 为灾害性降水提供高精度观测资料

4月16日9时3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射中心使用长
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G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汪江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