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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载荷：把地面隔振平台“搬到”太空
风云四号“最牛”的地方不仅在于

搭载了许多先进的观测仪器，更在于将
一种对观测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仪
器，与其他仪器一起搭载在同一颗卫星
上，这就是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是一种类
似于给大气“做

ＣＴ

”的先进仪器，但使
用起来也极为“娇贵”。 一个细小的振
动———哪怕只是在卫星边上吹一口
气， 就会导致产生无法甄别或消除的
谱线，使得光谱性能退化。 因此，该仪

器在地面上使用， 需专门为它建造一
个超静隔音的地下室。 在开放的太空
使用， 为了防止其他仪器振动和噪音
干扰， 欧洲计划专门为它发射了一颗
卫星。

在国际上， 风云四号首次在单星
上同时搭载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和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首次同时实
现二维成像观测和大气垂直分层三维
观测，实现国外两颗星达到的功能。

为了克服微振动的影响，研制团

队对风云四号上的
１０

多个转动部
件的振动特性与传递路径，进行了
深入分析和试验，提出了微振动测
量与抑制的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振源隔振装置
和有效载荷隔振装置的工程化，使
卫星平台对敏感载荷的振动干扰，

降低到
０．１ｍｇ

（用手轻轻击桌面的
振动量级约为

３００ｍｇ

）。 这相当把地面
的隔振平台，直接“搬到”了太空。

（据新华网）

成功发射的风云四号，

是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
象卫星的首发星，整体性能
达到甚至超越欧美最新一
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水
平，一举实现我国卫星技术
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
跑”的重大跨越。

新技术：在３６０００公里外“明察秋毫”

如果将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比喻为
围绕着地球转动“流动巡逻的警察”，

静止轨道卫星则好比“定点站岗的警
察”。 风云四号的“岗位”位于距离地
球

３６０００

公里的高空， 在如此遥远的
太空对地球上风云变幻“明察秋毫”，

得益于成功突破了代表国际先进水平
的高精度图像定位与配准、 微振动测
量与抑制、定量化遥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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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关键
技术。

高精度的图像定位与配准技术，

是各国静止轨道卫星正在全力攻克的
关键技术之一。 这一技术能让卫星的
“眼睛”从几万里之外的太空，精准地
看到地球上任何想看的地方， 并在拼
接图像时做到零误差。 为了突破这一
技术，美国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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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过
５

颗卫星
的持续改进，在

ＧＯＥＲ－Ｎ

上才取得突
破， 在刚刚发射的

ＧＯＥＳ－Ｒ

卫星实现
了定位精度达到

１

公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风云四号
研制团队经过十多年的技术攻关，先
后攻克了卫星高精度姿态确定方法、

热变形在轨辨识和建模技术以及姿
态、 轨道和热变形补偿技术等技术瓶
颈，卫星图像导航配准精度达到“

１

像
元”，即在

３６０００

公里高空对地拍照误
差控制在

１

公里之内， 补偿效率到达
９８．８％

， 与美国刚刚发射的
ＧＯＥＳ－Ｒ

卫星相当。

新平台：实现对地球２４小时“凝视”

今后， 在长达
７

年的设计寿命期
间，风云四号将接替风云二号“上岗”，

成为全球对地观测业务卫星序列的重
要一员。 每天

２４

小时、共计
２５５５

天的
“执勤”期间，不能有丝毫差错，更不能
“因病请假”，这对卫星“身体素质”提
出了极高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要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科研团队
专门为风云四号“量身定制”了一个角
秒级测量和控制精度的高轨三轴稳定
卫星平台———

ＳＡＳＴ５０００

平台，平台采
用六面柱体构型、单太阳翼、三轴稳定
控制方案，并采用了双总线体制、高性
能

ＡＯＳ

技术、大功率电源、整星防静电

技术、 整星防污染技术等一系列关键
技术，可实现对地球

２４

小时“凝视”。

太阳电池翼是卫星的关键部位之
一。 传统卫星的太阳翼都是双翼构型，

分布在卫星的两侧，好像两只展开的
“翅膀”。 风云四号却只有一侧装有
太阳翼， 研究团队专门设计了一款
“

Ｔ

”构型的太阳翼，大大缩短了太阳
翼质心与卫星的距离。 一旦太阳翼发
生晃动或抖动， 对卫星的干扰将大大
减少。

风云四号上的数管计算机和数据
处理器， 是卫星数据管理和数据处理
的核心部件， 相当于整颗卫星的“心

脏”，一刻也不能停顿。 而风云四号卫
星载荷成像精度高、数据量大，如何确
保数据处理器、 数传系统高速稳定运
行，且能灵活配置数据路由，将大量数
据及时传回地面， 在关键时刻不“卡
壳”，也是研制团队面临的一大难题。

通过不断讨论、验证，最终采用了
ＳｐａｃｅＷｉｒｅ

和高低速总线相结合的模
式，突破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大数
据量传输的瓶颈。同时采用了严格
的空间防静电设计、光学部件的防
污染设计、 多活动部件的可靠性与
寿命设计等，大大提高了卫星的“身体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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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搭载风云四号卫星的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