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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 天眼，纖毫畢現，大
顯身手。8月6日12時01分，中國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丁
運載火箭，成功將高分九號04星送
入預定軌道，中國高分衛星家族再
下一城。有 「天眼」 工程之稱的中
國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重大專項
啟動實施十年以來，已構建起中國
自主高分觀測體系，在國土測繪、
農業、林業等20個行業、31個區域
得到廣泛應用，屢屢建功。在自然
災害頻發的背景下，高分衛星顯示
出強大的災害監測能力，曾經精準
預測2018年在廣東登陸的颱風 「山
竹」 的路徑和登陸地點，近來亦多
次為江西決堤漫堤進行高清拍攝，
助力抗洪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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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管理
洪澇鄱陽湖潰堤
2020年7月9日，江西鄱陽發生
決口漫堤。利用7月13日、14
日拍攝的2米/8米光學衛星星
座製作的昌江問桂道圩潰口監
測圖可見，7月13日，該潰口
尚在圍堵中，經過一線指戰員
的晝夜奮戰，7月14日該潰口
已順利合龍。

災害監測
「山竹」 颱風登陸

2018年9月， 「山竹」 侵襲廣
東、香港多地。借助高分衛星
，對颱風的強度、移向、移速
，甚至登陸地點都能預報得更
準。以往預報登陸點，往往給
出一個 「扇形」 區域，覆蓋面
積內，人群都要準備疏散。高
分加持下，預報登陸點的 「扇
子」 變 「窄」 ，需要準備疏散
的群眾也變少。

環保監測
滇池生態污染監測
每年5月是昆明滇池水華開始
爆發的時間。通過衛星多光譜
數據可見，2013年5月至2019
年5月，通過生態保護污染最
嚴重的滇池北側湖面，疑似為
水華區域的紅、橙、黃色區域
明顯縮減。

居高臨下 觀察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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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9日，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
發生決口漫堤。7月10日上午，自然資源部
國土衛星遙感應用中心啟動江西省鄱陽縣決
堤漫堤應急監測，對災後高分三號雷達數據
進行快速處理，並開展災後水體範圍提取工
作，形成災區區位圖、地勢圖、水體範圍提
取圖及汛情分析圖。此後，國家多次調用高
分衛星專門為江西地區進行拍攝，根據數據
完成監測報告，提出應急救災措施和建議。

透視颱風細微結構
高分衛星不僅能幫助應急救災部門準確

監測災害的發生，還能與其他衛星合力對災
害進行預測。例如，2018年在廣東登陸的颱
風 「山竹」 ，氣象部門利用風雲氣象衛星，
可以看到颱風眼，颱風行進的路徑，只能推
測颱風登陸的大致範圍。借助高分衛星，颱
風整體的細微結構都能了解得很清楚，對颱
風的強度、移向、移速，甚至登陸的地點就
能預報得更準，成為近年中國應對颱風災害
的成功案例。

土地分析助京津冀協同
不僅是應急管理和災害監測，高分衛星

在國家重要戰略中也發揮着重要作用。在京
津冀協同發展重大戰略實施前，高分一號、
高分二號等多顆衛星展開遙感監測，進行土
地利用變化、人口密度、城鎮化率等專項分
析，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有力的信息
支撐。在 「一帶一路」 重點項目規劃、雄安
新區建設、冬奧會場館選址等重大工程實施
過程中，都有高分 「天眼」 的保駕護航。

環保監測更是高分衛星的強項。近年來
，雲南滇池、洱海等湖泊出現藍藻水華爆發
的現象，威脅水體生物多樣性，人工取樣費
時耗力。引入高分衛星後，可以迅速準確的
得到藍藻水華分布情況。借助高分衛星，以
滇池和洱海為代表的雲南九大高原湖泊的水

質治理有了較大改善。2018年、
2019年連續兩年洱海全湖水質實現7
個月Ⅱ類、5個月Ⅲ類，未發生規模
化藍藻水華，主要水質指標變化趨勢
總體向好。

「高分專項實施前，僅有國土、
林業、測繪等8個行業，北京等少數
幾個區域開展遙感衛星應用，現在高
分專項數據已在20個行業、31個區域
得到廣泛應用。」 國防科工局高分專

項工程總師童旭東表示，高分專項以應用為
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信息技術支撐。

新冠疫情發生後，高分衛星為火神
山、雷神山醫院建設、方艙醫院建設、
疫情監測及復工復產等方面 「護航」 ，
發揮 「天眼」 在抗疫中的特殊作用。

據介紹，武漢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
醫院建設期間，國防科工局重大工程專
項中心調整高分衛星任務，為現場施工
提供遙感觀測。方艙醫院成為奪取抗疫勝利的關
鍵。在高分注視下，武漢方艙醫院由最初的3個拓
展為13個。高分衛星拍攝的 「生命之艙」 系列圖
片，不僅可以看到醫院的建設過程，甚至連醫院
廣場上，醫用帳篷和醫療車輛也清晰可見。

進入復工復產階段，高分衛星對部分省市的
重大建設項目、產業園區、工礦企業復工、農作
物春耕種植等進行監測和系統分析。在四川省，
高分二號衛星對影像覆蓋涉及65個市縣的縣、鄉
、村道斷道情況進行監測和斷道疑似點位解譯，
並反饋給四川省有關部門並督促相關市縣區復通
復暢。

新冠疫情的防控常態化，人們要適應在減少
接觸同時保持生產生活的繼續。3月5日，四川省
攀枝花發生森林火災，新冠肺炎疫情為保險理賠
帶來難度。國防科工局重大專項工程中心第一時
間安排高分四號、高分六號等多顆衛星，對火災
區域進行拍攝，迅速完成過火區域高分衛星災損
評估。高分衛星僅用半天內就完成了拍攝定損，
同時大大減少了人工現場接觸。

2019年11月，中國國家航天局推出 「高分衛
星16米數據共享服務平台」 ，宣布正式將中國高
分16米數據對外開放共享。這是繼美國陸地衛星
、歐洲哨兵衛星數據全球開放共享之後，又一項
引起全球轟動的遙感領域重大事件，國際社會和
相關國際組織給予高度評價。業界認為，中國此
舉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實《聯合國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也使國際社會享受到了飛速發展的中國航天成
果。

據介紹，中國向全球開放共享的數據，來自
2013年和2018年發射的高分一號和高分六號對
地觀測衛星，用戶通過 「中國國家航天局高分衛
星16米數據共享服務平台」 查看歷史存檔數據、
基於存檔數據生成的全球有效覆蓋一張圖、每日
拍攝的16米數據共三類中國高分16米衛星數據。

事實上，高分專項已成為中國國家航天局在
衛星遙感領域進行雙邊、多邊合作的重要抓手，
促進了中俄、中巴（西）、中埃（及）、中印（
度）等合作協議、大綱、諒解備忘錄的簽訂和實
施，為開展 「一帶一路」 空間信息走廊、金磚五
國星座計劃、亞太空間合作組織多任務小衛星星
座等論證工作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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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對地觀測
數據自採率飆升

國防科工局高分專項工程
總師童旭東表示，高分專項實
施以來，低軌遙感衛星分辨率
由高分專項實施前最高2.1米提
高到0.8米，靜止軌道遙感衛星
分辨率由千米級提高到50米，
低軌遙感衛星設計壽命由3年
大幅提高到5-8年，突破了一
系列技術瓶頸，推動中國遙感
衛星技術跨上新台階，極大提
高了中國天基對地觀測水平。

據介紹，由高低不同軌道
、從可見光到微波不同譜段觀
測手段的高分專項衛星，初步
構成中國自主高分辨率對地觀
測系統，初步形成了全天候、
全天時、時空協調的對地觀測
能力。按 「數據型譜」 建立了
天基數據源，已基本形成涵蓋
不同空間分辨率、不同覆蓋寬
度、不同譜段、不同重訪周期
的高分數據體系，與其他衛星
遙感數據相配合，為高分遙感
應用奠定堅實基礎。

童旭東表示，隨着高分專

項天基系統的建設進程，國內
進口衛星遙感數據已多被高分
專項數據所替代，比率已近
80%，遠超高分專項實施方案
規定的60%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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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一號
發射時間：2013年4月26日

突破多光譜與高時間分辨率結合技術

高分二號
發射時間：2014年8月19日

首顆國產空間分辨率優於1米的民用衛星

高分三號
發射時間：2016年8月10日

實現大範圍普查及詳查特定區域

高分四號
發射時間：2015年12月29日
能長期對某一地區持續觀測

高分五號
發射時間：2018年5月9日

填補國產衛星探測區域大氣污染氣體空白

高分六號
發射時間：2018年6月2日

首顆國產精準農業觀測高分衛星

高分七號
發射時間：2019年11月3日

可繪製誤差在1米內的立體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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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服務平台
促進航天合作

●低軌遙感衛星分辨率
從2.1米提高到0.65米

●低軌遙感衛星設計壽命
從3年大幅提高到8年

●靜止遙感衛星分辨率
從千米級提高到50米

●高分一號、高分六號影
像數據在開放首月內已
經有115個國家的人訪問
，訪問量超過19萬次，
下載數據量超過1萬GB

●高分衛星產業鏈條目前
已形成各類專題產品400
多個

數讀高分專項工程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