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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三号三星组网！

我国雷达卫星海陆观测能力
大幅提升

高分三号 03 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
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中的
一颗业务星，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
制，发射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的高分三号、
高分三号 02星组网，形成海陆雷达卫星星
座。

据介绍，三星携手将在太空中织就一
张“卫星网”，可满足海洋防灾减灾、海洋动
力环境监测、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减灾、国
土、环保、水利、农业和气象等领域应用需
求。

2016年 8 月成功发射的高分三号卫星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颗C频段、多极化、高
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在研制
过程中采用了 50多项创新技术，具有全天
时全天候监测、高精度测量、多模式成像等
突出优势。

2021 年 11 月，高分三号 02 星成功发
射，与高分三号卫星实现双星运行。高分
三号 03 星与 02 星均在高分三号卫星的基
础上，增加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并
对部分性能进行了升级优化。

高分三号03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高分
三号系列卫星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三星组
网后，整体成像能力将大幅提升，标志着我
国民用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数据由
示范应用阶段正式跨入业务化应用阶段。

三星组网
海陆雷达卫星星座形成

“组网运行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发挥多星协
同观测优势，形成 1+1+1＞3 的应用效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科研人员介绍。

据高分三号 03 星研制团队介绍，为最大
化发挥卫星的应用效能，研制团队选择将高分
三号系列卫星均匀分布在同一轨道面上，三星
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均为 99分钟。这一设计将
增加卫星观测次数，提高重访能力和全球覆盖
能力，进一步提升卫星对海洋信息服务支持能
力及灾害应对处理能力。

“三星组网将大大缩短重访周期，大幅提
升对海洋大面积成像的能力。”高分三号系列
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张庆君表示。

2016年，高分三号卫星一经发射就创造了
大功率遥感卫星单次连续成像近小时量级的
纪录。此次三星组网后，将实现一次成像就能
把全球近五分之一的海洋面积拍下来，给地球
来一张“全家福”将变得更加容易。

1+1+1＞3
组网运行提升应用效能

4月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三号
03星。

高分三号03星发射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
的高分三号、高分三号02星组网，形成海陆雷
达卫星星座，实现1米分辨率、1天重访，提升
我国雷达卫星海陆观测能力。

卫星功能实现提升，载荷性能至关重要。高分
三号星座合成孔径雷达载荷由中科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航天微波遥感系统部团队负责系统总
体。团队历经 10余年，实现了一系列创新，使载荷
系统性能及卫星应用能力全面提升，综合性能指标
居国际领先水平。

据中科院空天院合成孔径雷达载荷研制团队
负责人介绍，高分三号03星的主载荷C频段多极化
合成孔径雷达，最高分辨率 1米，具备单极化、双极
化和全极化能力，最大成像幅宽650公里，成像工作
模式可以扩展到20种，使该星成为国际上综合性能
最高的C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据悉，高分三号03星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新增了
3 种试验模式。其中，高分宽幅模式实现 5 米分辨
率、120公里成像幅宽，提升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的
品质因数，可实现对更大范围陆海地表的精细观
测；动目标检测和洋流测量模式可以实现高精度运
动目标检测和海洋流场测量，进一步扩展了卫星的
应用能力。同时，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单圈工作时长
由30分钟增加到100分钟，可实现全球海域长时间
连续监测。

据介绍，团队后续将在在轨测试期间做好高分
三号03星及星座参数调优工作，为星座系统尽快发
挥综合作用与长期稳定运行做出贡献。

（据新华社）

星上载荷综合性能国际领先

4月7日7时4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三号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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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