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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监测器在空间环境灾害事件中初显身手

  文章来源：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3-10-09 【字号： 小  中  大 】 

  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制的装载于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FY-3C上的空间环境监测器于9月23日11时07

分正式入轨服役，9月29日21点51分09秒加电开机。地面接收到的各工程参数和科学数据显示各单机工作正常、数据

正常，并在开机15小时后准确监测到了FY-3C入轨以来的首次空间环境灾害事件。  

  9月30日中午被监测到的空间环境灾害事件为一次强度为2级的太阳质子事件（见图一、图二）。这一观测结果

为卫星及星上仪器的工作状态分析提供了最直接的观测证据，也为太阳质子事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事例，更为

空间环境监测器任务目标的圆满实现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图一：2013年9月29日至10月4日期间FY-3C获得的10~300MeV高能质子全球分布。太阳质子事件导致原本无高能质

子分布的南北两极区域高能质子通量达到了超过102的量级。  

  图二：2013年9月29日至10月4日期间FY-3C获得的10~300MeV高能质子随L值分布的时间演化。9月30日12点以

后，太阳质子事件导致原本无高能质子分布的L>5的区域充满了高能质子。  

  作为FY-3C卫星主载荷之一，空间环境监测器由1台高能离子探测器、1台高能电子探测器、3台辐射剂量仪、2台

电位探测器、1台环境远置单元组成，可与FY-3A、FY-3B卫星、以及我国第一代极轨气象卫星FY-1系列卫星搭载的空

间环境监测仪器配合，实现该轨道空间环境多时间尺度演化的连续监测。上述空间环境载荷均由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研制，寿命期内在轨运行正常，获得了1999年后该轨道空间环境数据，数据一致性非常好（见图三）。FY-3C也必将

以高质量、高可靠、高一致的空间环境数据实现该轨道空间环境监测的接力。  



          

  图三：FY-3A与FY-3B高能电子在轨实测结果一致性比对（左：0.35~0.65MeV；右：2.0~5.7MeV）。图中蓝色原

点x、y坐标分别表示两星对同一观测对象的观测值，CC为相关系数，SL为图中红线的斜率  

  FY-1和FY-3系列卫星的空间环境数据为我国航天器抗辐射设计、在轨管理，尤其是航天任务发射窗口的选择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更是我国首个辐射环境模型的最主要数据来源。FY-3C的加入以高一致的数据有效延长了该轨

道空间环境监测的连续性，既为实时空间环境保障提供实时数据，又可为该轨道空间环境太阳活动周规律研究和精

确建模注入新鲜血液，进而为航天任务发射窗口选择、航天器设计、在轨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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