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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资源卫星02星和“创新1号”21至22日发射  

发表日期：2003-10-21 点击次数：63

 

    中国国家航天局19日宣布，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星和中国科学院“创新一号”小卫星，将于

本月21日至22日择机以一箭双星方式发射升空。     国家航天局官员介绍说，中巴地球资源卫

星02星及其运载火箭长征四号乙火箭已转入发射区。卫星和运载火箭已完成总检查，各项测试正

常，满足技术条件要求，计划于10月21—22日择机发射。该卫星将同中国科学院研制的创新一号

小卫星一起，由长征四号乙火箭一箭双星发射升空。创新一号小卫星是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中国

第一颗低轨道短数据通信技术试验小卫星，其功能是短数据报文的存储转发通信。     资源卫

星02星同资源卫星01星都是中国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遥感卫星，是由中巴两国共同投资、联合

研制的资源卫星。该星是传输型的地球遥感卫星，星上CCD相机、红外相机以及宽视场CCD图像仪

三种相机可昼夜观测地球，利用高码速率数传系统将所能获得的数据实时传回地球，卫星传输的

遥感图象可覆盖中国全部陆地、海域和邻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并可获得国外任一地域的图象信

息。卫星产生的图象经加工处理成各种所需的图片，供各类用户使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着重

要的意义。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星图像产品可用来监测国土资源的变化，每年更新全国利

用图，测量耕地面积；估计森林蓄积量、农作物长势、产量和草场载蓄量及每年变化；监测自然

和人为灾害；快速查清洪涝、地震、风沙等破坏情况，估计损失，提出对策；对沿海经济开发、

滩涂利用、水产养殖、环境污染提供动态情报；同时勘探地下资源、圈定黄金、石油、煤炭和建

材等资源区，监督资源的合理开发等。资源卫星为两国共同使用，当卫星飞经两国国土时，可利

用本土的地面站各自对遥感和DCS系统数据进行接收，经双方同意可向第三国出售遥感产品或允

许第三国使用该卫星。     中巴两国专门成立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

督卫星工程的组织和实施。两国从1988年开始资源卫星研制到1999年中巴第一颗资源卫星发射成

功，再到今天02星的出厂，历时15年，克服了重重困难。但中巴两国政府和科研人员，始终以真

诚、务实的态度对待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中巴两国间资源卫星的合作相当成功。今年02星的投

入使用不仅进一步满足了两国广大资源卫星用户的应用需求，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服务，而且进一步增进了中巴两国的相互了解，巩固两国的友谊，加强了两国政治、经济、科技

的联系。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对此给予过高度评价，称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合作是“南南合作的

典范”。     自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1星于1999年10月14日在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

空并正常运行两年多后，星上有三种有效载荷：CCD相机、红外相机、宽视场CCD图像仪。02星在

01星的基础上作了改进，在HDAS主机上增加了DLT磁带机，与CDPS系统集成在一起，作为机器人

磁带为的备份和替代；对CDPS系统的硬件配置进行了优化，增加了CPU的数量，扩充了内存，大

大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性能。02星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统一管理下进行测控，在两年设计寿

命内，中方控制1年半，巴西控制半年，延长期的测控由双方协商。中方为巴西提供相关测控软

件，巴西给予一定经费补偿。卫星的地面接收站由双方各自投资自行建设。     鉴于01、02星

的成功合作，中巴两国已签署正式协议开展资源03、04星的研制工作。资源03、04星的各项性能

指标，在01、02星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技术难度也较大。根据初步达成的协议，中巴双方各承

担卫星、火箭及发射测控等费用的50%，中巴双方承担卫星研制任务的50%。03星由中方负责发

   



射，04星由巴西负责发射。卫星为两国共同使用，可以建立商业公司向其他国家推销资源卫星产

品。双方可以在地面系统建设中进行合作。   （信息来源：中新网）   

 

 

 

  所内链接 | 友情链接 | 联系方式 | 网站地图 |    200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