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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是这样的太阳
黎明星看太阳：风云三号E星发布首批高精度、多波段太阳图像

 

风云三号E星太阳极紫外图像。图片来源：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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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吉均院士：骑白马、探冰川、做真人的大先

生

4 换帅！江苏、山西8所高校迎来新任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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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三号E星太阳X射线图像。图片来源：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风云三号E星太阳光谱精细结构。图片来源：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9月2日，风云三号E星（“黎明星”）首批高精度、多波段太阳图像正式发布。

此次对外发布卫星观测图像的主题为“黎明星看太阳”，包括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观测的太阳极

紫外图像、多天动画、X射线图像以及太阳辐照度光谱仪观测的紫外-短波红外波段的精细光谱辐射强

度。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三号极轨气象卫星地面系统总指挥张鹏表示，这批图像展现了太阳

日冕大气中活动区和冕洞空间分布结构和变化，可以据此更好地监测和预报太阳的活动水平。

土壤氢气代谢菌是氢气生物学的窗口

科学家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

刘有成院士1954年赴高等教育部报到的介绍信

美国加州一名音响工程师的哲思（18）

敏感与时间透视

2021年BEF样地第三次采样周记（1）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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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星”助太阳监测自主可控

太阳是地球天气气候和空间环境变化的驱动源，外部结构分三层，从里向外依次是光球层、色球层

和日冕层。人们肉眼看到的是光球层，在这一层较为熟知的现象有太阳黑子，而最直接影响地球环境的

是日冕层，相关业务和科学观测需求最为旺盛。

张鹏介绍，目前，我国太阳活动水平监测和预报主要是利用国外卫星资料，来为航天航空、通信导

航、电网和石油管道等相关行业用户提供空间天气服务保障。

风云三号E星（“黎明星”）于2021年7月5日成功发射，是全球首颗太阳同步晨昏轨道民用业务气象

卫星，搭载了11台套遥感仪器。其中，“黎明星”装载的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太阳辐照度光谱议等

6台仪器可以用于空间天气业务，开展空间天气监测。

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是我国第一台空间太阳望远镜，也是国际上首台具有X射线和极紫外两个波

段的太阳成像仪。其观测数据用于监测太阳日冕活动，捕捉太阳风暴爆发过程，预报地球空间电磁场和

带电粒子变化，预警太阳活动对航天航空、通讯导航、电网和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影响。

太阳辐照度光谱仪是我国第一台空间对日全能谱高光谱观测仪器，可以监测太阳入射地球的能量微

小变化，包含丰富的太阳光谱精细结构，对精密监测地球气候系统能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张鹏表示，“黎明星”太阳X射线极紫外成像仪等投入业务运行后，可以为当前我国的太阳活动水平

监测和预报业务提供自主可控的观测数据，摆脱对国外资料的依赖。

此外，观测资料还可以为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模式提供研发和检验的数据支撑，观测资料

也可以为太阳物理研究，深化对太阳风暴机理和过程的理解和认识提供重要的观测数据。

太阳到底什么样

从此次发布的太阳极紫外图像上可以看到，太阳活动区蕴含着巨大的磁场能量，它们在图像上呈现

为明亮的区域，活动区上方等离子体温度高达数百万度，当活动区中蕴含的磁能释放出来时，会产生耀

斑等太阳爆发现象。

“耀斑犹如太阳大气中的‘猛烈风暴’，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多达1025焦耳的能量，在极紫外图像

上表现为非常明亮的斑块。”张鹏解释，耀斑会扰动地球空间环境，影响人造卫星的正常运行，干扰载

人航天活动。

由太阳极紫外图像做成的动画展示了日冕在数天之内的变化。冕洞在太阳极紫外图像上好像一个黑

黢黢的洞穴，是日冕中温度较低、密度较低的区域。“来自冕洞的高速太阳风如果吹拂到地球，会扰动

我们的地磁场，有时会带来地磁暴和绚丽的极光。”张鹏说。

由于X射线比极紫外波长更短，因此，太阳X射线图像看到的是太阳活动区内温度更高、显示更亮的

日冕气体。

“地面设备难以观测太阳日冕层发生的活动，而极紫外波段可以看到日冕层中的活动区和冕洞等主

要结构，X射线可以看到更亮的日冕气体。”张鹏告诉《中国科学报》，将不同波段结合起来，可以实现

对太阳爆发现象全面有效的监测。

“我们还在太阳极紫外图像上叠加了入射到地球大气层顶的太阳光谱精细结构，这是我国首次从空

间对日观测获得的全光谱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丰富的太阳夫朗和斐谱线及其精细结构。”张鹏表示，

太阳光谱数以万计的吸收线和发射线，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太阳信息宝藏。

“体检”太阳护地球“健康”

空间天气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国家空间天气预报台台长张效信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来自太阳

的爆发现象会影响地球的磁场和电离层，干扰人造卫星运行、影响导航定位精度、中断无线电通讯，甚

至可能引起电网故障而导致大范围停电。因此对太阳活动进行时刻监测至关重要。

“实时监测太阳活动是实时发布空间天气现报、警报与预报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太阳活动影响地

球的空间环境，另一方面，它还影响着地球的天气气候系统，因为太阳是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张效

信说。

作为我国第一台空间太阳望远镜，“黎明星”实现了太阳光谱信息全覆盖，能从光谱、成像、辐射

总量等不同视角对太阳进行全方位同步观测，可以帮助科学家更深入了解太阳的物理状态。

对太阳进行监测可以看作给太阳做“体检”，监测的通道越多、覆盖的光谱信息越全面，能做的

“体检”项目就越多。“‘黎明星’既可以给太阳做‘X光’，又能做‘CT扫描’，这样我们对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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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情况就会了解地更全面，出现问题及时预报预警。”张鹏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悉，“黎明星”首图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联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北京大学等团队的联合攻关成

果。除卫星相关业务应用，“黎明星”将继续为国内科研部门提供科学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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