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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太空，繁星点点。环绕在地球轨道

上的我国众多人造卫星中，风云气象卫星被

誉为“离百姓生活最近的卫星”，它们 24 小时

“瞭望”，时刻观测着全球的风云气象，日夜预

报着每天的阴晴冷暖。

经过多年的发展，风云气象卫星在天气

预报、气候预测、自然灾害和环境监测、科学

研究等多个领域，以及气象、海洋、农业、林

业、水利、交通、航空和航天等多个行业得到

了广泛应用，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给大气“拍照”到给大气“做 CT”，风

云气象卫星已实现从国际跟跑到并跑再到部

分领跑的跨越，显著提升了我国气象监测预

报预警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彰显中

国国际担当，风云气象卫星正在为服务全球

防灾减灾贡献中国智慧。

多星在轨、组网观测
全球对地观测网中的主力军

2023 年 7 月，第 5 号台风“杜苏芮”在西

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后，风云气象卫星便对台

风进行全生命史的监测，为“杜苏芮”台风和

暴雨专题会商决策服务以及准确监测“杜苏

芮”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提供了有力

支撑。

风云气象卫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系列气

象遥感卫星。1988 年，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

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我国共成功发射了两

代四型 21 颗风云气象卫星，目前有 9 颗在轨

运 行 ，为 12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提 供 资 料 和 产

品。目前，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运行黎明、

上午、下午、倾斜四条近地轨道气象卫星的国

家。通过“多星在轨、组网观测”，风云气象卫

星可提供三维、定量、全球、全天时、全天候、

高光谱、高时效的精密监测资料。

台风，无一漏网；暴雨，三维“CT”式扫

描；厄尔尼诺，积累气候变量数据集……风云

气象卫星性能优越，对各类天气气候事件精

密监测，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

已成为全球对地观测网中的主力军。

“气象卫星监测在短时临近预报中作用

重大。”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首席科学家李俊

说，以强对流天气为例，其生命史较短且具有

明显突发性，监测和预报难度较大。气象卫

星观测范围广、干扰因素少，可以精准捕捉强

对流踪迹，助力强对流活动监测和预报。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首席科学家尼尔

斯·博尔曼说，近年来，从风云气象卫星搭载

仪器设备获取的数据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

心数值天气预报模式资料同化中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将卫星观测数据与地表观测数据相结

合，可以更好地监测气象灾害及其对农业的

影 响 。”中 国 气 象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房 世

波说。

“过去几年，利用风云气象卫星遥感监测

中亚地区极端干旱事件，同时帮助研究干旱

机理和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确定受影响区域，

然后帮助这些地区降低不利影响、增强气候

适应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乌兹别克斯坦

代表桑贾尔别克·穆拉托夫说。

服务全球用户
应急保障服务国家达 34个

去年 11 月 13 日，“风云地球”国际版正式

发布。这是依托风云气象卫星和卫星遥感技

术，中国气象局在“风云地球”平台基础上，专

门面向国际用户研发的卫星遥感综合应用

平台。

据介绍，“风云地球”国际版性能优越。

一方面，可高时效获取气象卫星、数值预报等

多源数据，快速生产定量化产品。在获取海

量数据的同时，借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对

数据进行自动化分析、挖掘和建模，智能化识

别出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另一方

面，提供包括云图、要素、灾害事件、气候、模

式校验等在内的 5 大类 100 多个定量化、多尺

度产品，支持不同业务场景；根据不同国家和

区域，配置重点关注的气象要素、观测区域、

时间范围等，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风云地球”国际版刚正式对外发布不

久，就接到了一单任务——为在所罗门群岛

举办的第十七届太平洋运动会提供赛事保障

服务。应所罗门群岛气象局的邀请，在选派

专家前往当地的同时，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

四号 B 星以所罗门群岛为中心的快扫观测模

式，利用“风云地球”国际版提供了数十种卫

星产品，为运动会顺利举办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服务国际用户，2018 年 4 月，中国气象

局专门建立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

应急保障机制。2023 年，应急保障机制注册

国家总数达 34 个。

2023 年以来，风云气象卫星响应国际应

急保障服务请求 28 次。观测热带气旋“洛

拉”和“穆查”，为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孟加

拉国等提供气象保障服务；帮助监测阿尔及

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到突尼斯西北部密集的火

点，为当地防控火灾工作提供了帮助……

继续扩大“朋友圈”
搭建国际卫星应用交流平台

“风云气象卫星帮助我们国家水文气象

局的天气预报员追踪气旋，并及时发出风暴

预警。”哈萨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短临天气预报

员邵列·斯马古洛娃说。

2014 年以来，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

在哈萨克斯坦气象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从森

林大火到雾霾，在当地应急抢险和灾害应对

中，风云气象卫星提供的监测数据和产品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气象局对我们的专家进

行培训，以便使用风云气象卫星的最新产品，

大大增强了哈萨克斯坦的防灾减灾能力。”邵

列·斯马古洛娃说。

据中国气象局统计，近 5年来，参与风云气

象卫星培训的国际用户超过 1000人次，为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 50余次风云气象卫

星遥感应用软件支撑和国际视频会商。

今后，风云气象卫星仍将继续扩大国际

“朋友圈”，为全球防灾减灾贡献中国智慧。

据介绍，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将深化风云

气象卫星应用国际调研，积极参与世界气象

组织、国际气象卫星协调组织、地球观测组织

等国际组织交流活动，同时加强与其他气象

卫星运营方之间的国际合作。搭建以风云气

象卫星为主的国际卫星应用交流平台，利用

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大会、多边机制和双

边机制等平台推广风云气象卫星在国外的

应用。

“今后，我们将和国际同行一起更好地推

进风云气象卫星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全球

防灾减灾，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星’力量。”国

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劲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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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气象卫星为服务全球防灾减灾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李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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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牙叉五队的五里路有机茶园里，趁

着日头不高，村民们加紧采摘越冬

后第一次萌发的芽叶。

“ 我 们 正 在 赶 制 第 一 批 早 春

茶。”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符小芳说，“合作社有 209 户茶农、

600 多亩茶园，种的全是有机茶，亩

产值超 4 万元。相较一年前，种植

面积足足翻了一番。”

2022 年 10 月，以有机茶产品作

为质押物，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

拿到了白沙农商银行发放的 500 万

元“两山贷”，用于扩大再生产。而

这，得益于白沙县生态资源资产运

行平台的牵线搭桥。

白 沙 位 于 海 南 中 部 生 态 核 心

区，约有 1/3 的土地面积被纳入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 范 围 。 2022
年，白沙在海南省率先试点建设生

态资源资产运行平台，探索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新路径。

走进南开乡革新村，交错的田

垄 里 ，一 株 株 大 叶 茶 种 苗 抽 芽 吐

绿。村民符彩燕一边打包种苗，一

边 粗 粗 算 了 个 账 ：“ 这 一 批 种 了 2
万株，能赚 4 万元！”

从 2022 年起，白沙开展野生种

源资源保护计划，对雨林环带近 15
万株本土野生大叶种茶树进行资源

摸底。南开乡依托茶企，组织农民

培育大叶茶种苗。目前，已有 50 余

户农户参与，育苗约 60 万株。

白沙县茶业协会秘书长汤适介

绍，白沙已建立海南省首个茶叶研

究中心、首个茶树类别的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10 多年间，

全县茶树种植面积从 4000 多亩发展到 1.1 万亩，拥有茶企 14
家，带动就业超过 5000 人。”

雨林深处的青松乡，则在探索另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路径。

郁郁葱葱的橡胶林下，拳头大小的虎奶菇、赤灵芝齐刷刷

冒出了头，这是青松乡引进的橡胶林下食药用菌种植产业。

“发展林下生态循环复合农业，不光能实现多种收益，还能涵

养水源、固碳释氧、调节气候。”负责项目运营的白沙立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觉枫说。

目前，青松乡林下食药用菌种植面积近 8000 亩。参与项

目的村集体可按协议获得分红，周边村民每年大约可挣得务

工费 1300 万元。

近年来，白沙以生态资源资产运行平台为抓手，逐步构建

起一个可视化的“生态家底”数据库，登记自然资源 759 项，已

落地实施青松乡山兰稻有机种植、牙叉镇金线莲种植等 15 个

项目，并推出 31 个招商项目，初步打通“资源—资产—资本”

有效转化的通道。

“白沙将继续建设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让老百姓在守护绿水青山中收获

金山银山。”白沙县委书记邓伟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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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刘温馨）为加快推动应急机

器人技术发展与应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近

日，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应急机

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研发一批先进应急机

器人，大幅提升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建设一

批重点场景应急机器人测试和示范应用基地，逐步完善发展

生态体系；应急机器人配备力度持续增强，装备体系基本构

建，应用及支撑水平全面提升。

应急机器人是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执行

监测预警、搜索救援、通信指挥、后勤保障、生产作业等任务，

能够实现半自主或全自主控制，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人类工

作的智能机器系统的总称。其发展与应用，代表了应急管理

装备现代化发展趋势，是衡量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

意见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强调围绕强化机器人抗恶

劣环境能力、提高机器人载荷功能及模块化水平、提升机器人

控制及智能化水平等重点领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突破一批

基础共性技术。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领域

加快推动应急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应用

本版责编：吴 燕 张伟昊 邓剑洋

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邱超奕、沈

文敏）记者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航”）获悉：1 月 9 日，东航 C919 大

型客机开始执行上海虹桥—北京大兴航线的

商业航班，这是继上海虹桥—成都天府常态

化商业运营之后，C919 执行的第二条定期商

业航线。

9 日 15 时 40 分，东航 C919 执行 MU5137
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于 17 时 27 分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返 程 MU5138 航

班 19 时 33 分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21
时 14 分 抵 达 上 海 虹 桥 国 际 机 场 。 去 程 客

座率超过 85%，返程客座率接近 100%。

据介绍，京沪航线是我国最繁忙的商务

航线。目前，东航在京沪航线上的航班量达

到每周 404 班，覆盖早中晚全时段及北京首

都 、北 京 大 兴 、上 海 虹 桥 、上 海 浦 东 等 四 大

机场。

早在 2007 年，东航首家开启了“京沪空

中快线”，也是国内首条“空中快线”。截至目

前，东航已接收 4 架 C919 大型客机，致力于

将 C919 打造成主流成熟机型。2023 年 5 月

28 日，东航全球首架交付的 C919 在上海虹

桥—北京首都航线商业首航成功；自当年 5
月 29 日起，C919 开始执行上海虹桥—成都

天府定期航线；2023 年 9 月 28 日，东航签约

增订 100 架 C919 飞机，成为全球最大 C919
用户。 2024 年东航将按计划从中国商飞接

收 C919 飞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东航 C919 机队

累计商业运行 1914.13 小时，累计执行商业航

班 655 班，承运旅客近 8.2 万人次。

上图：1 月 9 日，东航 C919 大型客机首

次 执 飞 MU5137 航 班 ，17 时 27 分 顺 利 抵 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都红星摄（影像中国）

上海虹桥—北京大兴

C919执飞第二条定期商业航线

北 京 时 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5 时 0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 射 中 心 使 用 长 征

二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 将 爱 因 斯 坦 探 针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 射 任 务 获 得 圆 满

成功。

爱 因 斯 坦 探 针

卫 星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空 间 科 学 先 导 专 项

研 制 的 一 颗 空 间 科

学卫星，因主要科学

目标涉及黑洞、引力

波 等 爱 因 斯 坦 相 对

论的重要预言，取名

为“爱因斯坦探针”。

此 次 任 务 是 长

征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的

第 506 次飞行。

西 昌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实 现 2024 年 首

次发射任务开门红，

同 时 也 拉 开 了 全 年

高 密 度 发 射 任 务 的

序幕。

组 建 于 1970 年

12 月 的 西 昌 卫 星 发

射中心，管理着西昌和文昌两个航天发射

场，是我国发射卫星最多的卫星发射中心，

目前具备 8 种型号 15 个构型运载火箭的高

密度测试发射能力。2023 年，这个中心发

射任务实现 19 战 19 捷。

根据计划，我国今年将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发射天舟七号和天舟八号货运飞船。

其中，天舟七号任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执

行的新年度首次发射任务。目前，天舟七

号货运飞船和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遥

八运载火箭已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场科技人员正在全力备战。

（综合本报记者刘诗瑶和新华社记者

张泉、李国利、胡煦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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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月 9日电 （记者程远州）记者从交通运输部

珠江航务管理局获悉：2023 年，珠江水系四省（自治区）全年

预计完成水路货运量 15.01 亿吨，比上年增长 7.9%；完成水路

客运量 4530 万人次，接近 2022 年的 3 倍，珠江水运经济全面

恢复。

2023 年，珠江水系港口全港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9.47
亿吨，比上年增长 7.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5.29 亿吨、集

装箱吞吐量 6982 万标准箱，分别增长 6.9%、2.3%。西江航运

干线沿线港口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65 亿吨，增长 8.2%，集

装箱吞吐量 736 万标准箱，增长 8.5%。

作 为 西 江 航 运 干 线 上 最 大 、最 后 一 个 梯 级 枢 纽 ，长 洲

水 利 枢 纽 是 西 江 黄 金 水 道 通 往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咽 喉 ”。

2020 年 以 来 ，长 洲 枢 纽 船 闸 货 物 通 过 量 已 连 续 4 年 超 过

1.5 亿 吨 ，2023 年 再 攀 高 峰 ，突 破 1.83 亿 吨 ，比 上 年 增 长

18.22%。

此外，珠江水系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创历史新高，

达 275 亿元，是 2022 年投资额的两倍有余。2023 年，珠江水

系共有水运工程建设项目 102 个，总投资超 1770 亿元。

2023年货运量预计超15亿吨

珠江水运经济全面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