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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海洋系列卫星的必要性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是全球气候

的重要调节器，是经济利益的来源和世界贸易的大
通道，也是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发利用海
洋是解决当今全球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的
重要出路之一。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越来越
多地依赖海洋，海洋将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作
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当前这场世界性的海洋争夺战中，我国的海
洋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 一是岛屿被侵占。 在我国
东海方向，日本违背中日两国关于将钓鱼岛主权暂
时搁置的承诺，鼓励一些右翼团体和地方议员频频
登岛，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并试图以该岛为起点，与
我争夺东海部分海域；在我国南海方向，南沙群岛自
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但一些周边国家已陆续侵
占了我国 ４０ 多个岛礁。 二是海域被分割。 按枟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枠规定，属我国管辖的海域绝对面
积竟仅和日本差不多，比印度尼西亚还要少（印度
尼西亚为 ５４１ 万平方公里），海陆面积之比也小于
海洋邻国。 但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
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大陆架，造成我国 １２０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海域为争议区，占我国应管辖海

域的５０ ％，相当于陆地争议面积的 ８ ～９ 倍。 三是
资源遭掠夺。 一些国家非法在我东海大陆架上勘探
油气资源，在黄海海底进行石油勘探；在南海海域，
周边国家已打井 ５００ 多口，其中在我传统海疆线内
近 ２００ 口，攫取我大量油气资源。 特别是海湾战争
以来，许多国家把购油的目光移向南海周边产油国，
从而刺激了有关国家加快开采步伐。 此外，我国海
域内的大量渔类资源也遭到一些周边国家的掠夺，
年偷捕和掠捕量相当于我国年渔业产量。 从某种意
义上讲，哪个国家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先行一步，
那么，那个国家就不仅能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巨大的
利益，而且实际上也就为本民族争取到了下个世纪
的战略主动权。 所以，必须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重
视海洋问题，把保卫和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作为今
后我国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 １］ 。
按照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枠和我国的主张，我国

管辖海洋面积近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但其中争议区就
有约 １５０ 万平方公里，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
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存在渔业资源争
端、油气资源争端和划界问题；迫切需要借助于卫星
手段获得相关资料，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合理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
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２］ 。 发展海洋事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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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需要大力发展我国海洋立体
监测体系，特别要发展海洋卫星体系，实现对所管辖
海域的有效、长期、连续的监测。

海洋是三维、动态变化的水体，发生着从厘米至
数千公里空间尺度的波动，海况复杂多变，加上政
治、军事等敏感问题，需要利用多种手段对其进行立
体监测与监视。 世界各国为加强对海洋的认识与监
测，都在不断加大针对海洋尤其是空间探测的投
入

［３］ ，发射了专用的海洋卫星。 已有的发展经验表
明，专用的、系列化的海洋业务卫星能够长年获取大
面积、实时的、同步的、多种尺度和多种要素的海洋
信息，已被公认为海洋监测的有力手段，并已经成为
主导手段，为此，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欧空局等发
射了一系列的海洋业务卫星并有长期计划。 我国在
海洋卫星的发展方面规划了三个系列，分别为已经
在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发射了首颗监测海洋水色的 ＨＹ －１
卫星、将于 ２００９ 年发射的监测海洋动力环境的 ＨＹ
－２ 卫星和未来规划中用于海洋维权和执法服务的
海洋监视（ＨＹ －３）卫星。

在海洋水色遥感方面，美国 １９７８ 年发射的
Ｎｉｍｂｕｓ －７ 卫星上载有沿岸带水色扫描仪（ＣＺＣＳ）
和多波段微波扫描辐射计（ ＳＭＭＲ），为首次搭载试
验的海洋专用遥感器。 Ｎｉｍｂｕｓ －７ 从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１９８６ 年 ６ 月实际有效运行了 ７ 年半，向地面发
回大量有关海洋水色的资料，验证了星载水色遥感
测量、估算全球海洋有机碳和初级生产力的设想。
美国后续的海洋水色卫星 ＳｅａＳｔａｒ 期望寿命为 １０
年，卫星上安装的唯一传感器 ＳｅａＷｉＦＳ 是 ＣＺＣＳ 的
改进型———海洋宽视场水色扫描仪。 美国自 ＳｅａＳｔ-
ａｒ 卫星发射开始，包括后续的 ＥＯＳ 卫星系列，作出
了 ２０ 多年时序的全球水色遥感资料的探测规划，为
海洋的管理、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持。

海洋动力环境卫星是一种获取海洋动力环境信

息的专用对地遥感卫星，其使命是监测和调查海洋
动力环境，包括海面风场、浪场、海流、温度、海上风
暴和潮汐等海况的多种重要动力参数，掌握灾害性
海况预报，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为海洋
科学研究提供实测数据。 美国海洋动力环境卫星
中，高度计从 １９７３ 年发射的 Ｓｋｙｌａｂ，１９７５ 年的 Ｇｅｏｓ
－３，１９７８ 年的 Ｓｅａｓａｔ，１９８５ 年的 Ｇｅｏｓａｔ，１９９２ 年的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ＧＦＯ －１，现在已一直
规划到未来的 ＴＦＯ 及后续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Ｊａｓｏｎ
－１）、Ｇｅｏｓａｔ等等，形成了 ３０ 多年的时间序列资料；

散射计从 ＳＡＳＳ，ＮＳＣＡＴ 到 ＱｕｉｋＳＣＡＴ 等也一直有计
划地进行技术研制与改进，保持着良好的技术继承
性。
2　我国海洋卫星的现状

我国第一颗海洋水色卫星（ＨＹ －１Ａ，试验型科
研星）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发射，实现了我国海洋卫星零
的突破，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我
国海洋立体监测体系和卫星对地观测体系的发展。
卫星运行近 ２ 年，广泛应用于海洋管理、科研、军事、
教育等领域，圆满完成了主要的科研任务。 第二颗
海洋水色卫星（ＨＹ －１Ｂ，业务试验型星）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发射，将继续进行海洋水色环境的监测业务化
试验；第一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ＨＹ －２Ａ，试验型
科研星）将于近期立项，预计在 ２００９ 年发射，开展
海洋动力环境参数如风、浪、流、潮和海面高度的实
时监测。

ＨＹ －１ 卫星的成功发射，在国际上明确显示了
中国将把一个海洋大国建设成一个海洋强国的决

心，也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进入了从空间探测海洋
的历史新阶段，是我国海洋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
突破性进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次发射在国内
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代海洋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
望得到实现，各国科学家也纷纷要求与我国开展国
际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ＨＹ －１ 卫星在近 ２ 年的运行期间，获得了我国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境外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北冰洋、南北两极的大量水色遥感图像。 该卫星
境内外水色探测能力与灾害监测能力得到充分证

实，已经获得的海洋要素包括叶绿素浓度、悬浮泥
沙、黄色物质、海面温度，探测到了赤潮、海冰、油膜
等海洋灾害特征现象及珊瑚、岛礁、浅滩、海岸植被
的地貌特征。

海洋卫星已经与中国海监飞机、船舶、浮标和岸
站一起，构成对我国海域的立体监测体系并投入业
务运行，正在实施着对我国管辖海域的有效监测，必
将对综合管理国家海域、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增强国家海防实力发挥重要
作用，并取得巨大效益。
3　我国海洋系列卫星分类

按枟中国的航天枠白皮书所言，我国的卫星观测
及应用体系需要建立海洋卫星体系，逐步形成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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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卫星为应用主体并实现系列化、业务化的应
用，具体包括建立海洋水色卫星、海洋动力环境卫星
和海洋环境综合卫星等 ３ 个系列。

ＨＹ －１ 系列卫星为海洋水色环境监测卫星，主
要用于获取黄色物质、悬浮物质、叶绿素浓度、海面
温度等我国近海及全球水色水温等低分辨率光学遥

感资料，为近海和全球的水色环境变化监测提供技
术手段。 主要目的是：掌握海洋初级生产力分布、海
洋渔业环境质量等，为海洋生物资源合理开发与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监测富营养、热污染、海冰冰情等，
为海洋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管理执法提供信息。
ＨＹ －１ 系列卫星载有 ２ 个载荷，一个是 １０ 波段水色
扫描仪 （ ＣＯＣＴＳ），一个是 ４ 波段海岸带成像仪
（ＣＺＩ）。 ＨＹ －１ 系列卫星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已经发射
了第一颗，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发射了第二颗，已经正式交
付使用。

ＨＹ －２ 系列卫星是海洋动力环境监测卫星，获
取海面风速与风向、有效波高、海面高度、重力场、大
洋环流和海面温度等低分辨率遥感数据，为近海和
全球的动力环境变化监测提供技术手段。 ＨＹ －２
系列卫星主要目的是：实时获得全球海洋表面风场，
得到全球海洋上的风矢量场和表面风应力数据，为
海洋环境预报提供准确的初场和表面驱动力；获取
全球海洋地形数据，提供海面动力拓扑基本环境参
量；掌握全球海面温度场和极地冰盖的变异，提高我
国对全球变化预测和长期气候预报的准确性。 ＨＹ
－２ 系列卫星有 ３ 个载荷，分别为微波散射计、雷达
高度计、微波辐射计。 ＨＹ －２ 系列卫星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发射第一颗。

ＨＹ －３ 系列卫星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卫星，能
够全天候、全天时、高空间分辨率地获取海面目标、
海浪、溢油、海冰等我国 ＥＥＺ（海洋专属经济区）和
近海的监视监测数据，为我国执法监察、海域管理使
用、海洋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ＨＹ －３
系列卫星主要目的是：通过获取 ＥＥＺ 的船舶活动、
溢油泄漏、油气勘探作业、石油平台作业、渔区作业
等监视数据，为国家海洋执法监察、海洋权益维护提
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提高国家对 ＥＥＺ 突发
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通过获取我国近海中高空间
分辨率的海浪、海面溢油、海冰、水下地形、海面温
度、中尺度涡和锋面、海岸带等环境监测数据，为赤
潮、海洋污染、海岸消涨过程、近岸海冰、自然保护区
变化、海洋渔业海况、灾害监测和预报、海洋船舶导

航、海难人员搜救等应用提供服务［４］ ，提高我国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调查、海
洋防灾减灾的能力和水平；全天候、全天时、高空间
分辨率地获取我国 ＥＥＺ和近海的监视监测数据，解
决我国海洋遥感应用面临的遥感器种类不全、空间
分辨率低、非全天候工作的局面，提高我国海洋遥感
定量化应用水平。
4　海洋系列卫星发展思路

我国海洋卫星的发展思路是：围绕海洋事业发
展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卫星海洋应用，以用户需求
为牵引，加速发展海洋卫星的应用成果；总体规划，
分布实施，加速 ３ 个系列海洋卫星的发展，建立我国
自主的海洋卫星体系；综合利用国内外其他的卫星
数据资源，加强海洋卫星地面应用体系建设，提升卫
星在轨运行的可靠性和业务化应用水平，积极开展
国际技术和数据的交流与合作；通过 ５ ～１０ 年的努
力，实现海洋卫星和卫星海洋应用的持续稳定的发
展，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海洋安全
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１）以用户需求为牵引，加大卫星海洋应用的发
展。

海洋系列卫星和卫星海洋应用的发展以用户需

求为牵引，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了满足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海岸带调查、海域使用管理、海
洋减灾防灾、海洋权益维护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需求，
提出海洋系列卫星和卫星海洋应用的发展规划。

为改变我国海洋遥感业务应用投入不足的局

面，培植广大海洋遥感用户，强化卫星资料的业务化
应用，要在“十一五”末期实现海洋水色的业务化应
用，建立利用海洋水色资料在赤潮预警、渔场预报、
海温海冰预报和海洋污染监测等业务的应用，为业
务化的海洋水色卫星的发展探索新路。

２）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海洋系列卫星和卫星海洋应用的发展应在国家

主管部门领导下，统一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各
种卫星应用体系之间的接口界面的划分与协调，并
根据需求和现实国家能力分步实施，实现跨越式
发展。

３）建立自主的海洋卫星体系。
海洋观测需要长期、动态、连续、实时和大面积

定量监测，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自己的海洋系列卫
星对于海洋监测与调查的现代化、国民经济、国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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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别对于我国作为管
辖约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海洋大国，独立发
射自己的海洋系列卫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受
制于人，以满足平战结合、寓军于民的需求。

４）综合利用国内外其他卫星资料。
以满足海洋调查监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防

灾减灾、维护海洋权益、海洋综合管理和国家安全的
需求为导向，在我国尚未形成以本国海洋系列卫星
为应用主体之前，充分利用国外海洋卫星和国内其
他卫星资源，促进我国卫星海洋应用技术的发展。
一方面为国家和地方海洋部门提供海洋环境与资源

遥感信息，为海洋环境预报、海洋和海岸带管理、开
发利用的决策服务；另一方面为我国今后发射高性
能海洋卫星奠定应用技术基础。

５）立足国内技术基础，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
海洋卫星及卫星海洋应用这种高新技术的掌握

与开发，只有通过本国的研制实践才能得到；也只有
通过这种研制活动，才能造就一批海洋遥感技术队
伍，才能带动基础科学和科技水平的进步。 这是各
工业发达国家发展航天遥感事业的一个共同基本

原则。
另一方面，由于海洋是无国界的，海洋学研究存

在许多与国外合作的途径。 大致可分为搭载（国外
遥感器）方式、数据收集平台（接收国外卫星）方式、
数据产品交换方式、卫星测轨系统联网方式等 ４ 种。
在互利的基础上争取国外的合作，对缩短卫星研制
周期、减少投资、提高卫星技术水平、打入国际航天
市场是有好处的。
5　我国海洋卫星的发展规划初步目标

按照中国海洋事业和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战略

思想和战略目标，“十一五”期间初步建立寓军于民
的 ３ 个系列的海洋卫星和相应的卫星海洋应用体
系；实现海洋水色系列卫星的稳定的业务化运行，从
“试验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实现海洋动力环境
卫星的成功发射，开展应用业务化试验运行；实现海
洋多极化 ＳＡＲ（合成孔径雷达）的海洋监视监测卫
星的关键技术突破；结合应用国内外卫星遥感和航
空遥感资源，重点开展好国家急需的业务应用。

１）在 ２００７ 年成功发射应用试验型业务海洋水
色（ＨＹ －１Ｂ）卫星之后，“十一五”期间（２０１０ 年）将
继续发射 ２ 颗业务型海洋水色卫星（ＨＹ －１Ｃ／ＨＹ
－１Ｄ），形成上午星和下午星的海洋水色系列化、业

务化卫星组网星座；２００９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试验型
海洋动力环境卫星（ＨＹ －２Ａ）；２００９ 年完成 ＨＹ －３
卫星的立项；２０１２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海洋监视监测
卫星（ＨＹ －３Ａ）。

２）建立健全国家海洋卫星地面处理系统，包括
新建牡丹江海洋卫星地面站，改建北京海洋卫星地
面站、数据中心，扩建三亚海洋卫星地面接收站，改
造杭州备份站；启动南、北极国家级的卫星回放数据
接收站建设；满足我国近海和全球海洋探测的应用
需求；建议国家统一考虑在西藏拉萨建立卫星地面
接收站，具有接收海洋 ３ 个系列卫星资料的能力，以
满足国家安全对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域的海洋监测资

料的实时获取的需求；初步建设海洋卫星的海面辐
射校正与真实性检验场；利用我国跟踪与中继卫星
网络，实时传输并接收全球海洋监测数据，在“十一
五”末期实现全球海洋观测的目标。

３）解决水色卫星资料业务化应用研究，重点开
展赤潮监测、渔场资源调查、海洋环境污染监测、海
岸带动态变化、海温海冰预报等业务化应用；开展海
洋动力环境卫星资料和海洋监视监测卫星的应用能

力试验，重点开展 ＨＹ －２，ＨＹ －３ 卫星资料在海面
风场预报、海洋 ＥＥＺ海面目标监视、海浪监测预报、
风暴潮监测预报、海冰监测预报、厄尔尼诺监测预
测、海洋资源调查和舰艇潜艇的应用预研究；充分开
发国内外其他卫星资料源，开展国家急需的业务应
用和应用关键技术。
6　我国海洋卫星与卫星海洋应用体系框架
6．1　海洋卫星体系

根据应用需求和国家经济状况，发展微波探测
器和光学遥感器并举的海洋遥感器、大小卫星平台、
大小运载工具以及卫星精密测轨与定位技术等，有
计划、有步骤地在 ２０１５ 年前建立起我国海洋卫星体
系，争取在海洋卫星研制、发射、测控技术和应用水
平上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力
争在部分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３ 个卫星系列
的发展的技术途径规划如下。

ＨＹ －１ 系列卫星的遥感载荷为可见光、红外遥
感探测器，采用小卫星系列化发展。 技术成熟，研制
周期短，可满足部分海洋水色环境监测用户要求，尽
快发挥效益。

ＨＹ －２ 系列卫星有效载荷通常是微波散射计、
微波辐射计、雷达高度计等。 由于需要厘米级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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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定轨等高难度的新技术，需要走大卫星系列，满足
部分海洋预报应用要求，达到减灾、防灾的目的，尽
快发挥效益，为国民经济服务。

ＨＹ －３ 系列卫星有效载荷包括高分辨率的可
见光或红外和合成孔径雷达。 由于卫星对地观测，
有效载荷位置需要安装在同一面上，有效载荷组合
后重量大、功耗要求多、体积大，也需要依托大卫星
平台来发展。
6．2　卫星海洋应用体系

我国卫星海洋遥感应面向主战场，为海洋管理、
经济建设、社会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及国防建设服
务；突出重点，以近海和大陆架区域研究为主体并逐
步向大洋扩展

［ 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参与全
球变化等前沿科学研究。 针对应用需求及航天白皮
书要求，笔者认为我国卫星海洋应用体系应该统一
规划、建设好与海洋卫星工程相配套的地面应用系
统（包括接收站布局，接收、处理、存档分发、通信，
定标与检验、运行控制及业务应用等子系统），不仅
接收处理我国海洋卫星资料，同时兼容接收处理可
用于海洋应用的国内外其他遥感卫星资料，实现资
源共享，提高资料利用率；同时加快建立中国海上试
验场，提高资料的定量化水平，建立几个业务化运行
系统。 具体包括如下。

１）建立多源卫星（国内外海洋卫星及其他可获
取的气象卫星）资料获取业务化系统。

利用该系统解决实时资料源问题，为我国海洋
环境监测服务。 在我国海洋卫星体系建立以前和以
后，利用国外海洋卫星开展海洋遥感业务化应用都
是必要的，不仅可借鉴国外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海
洋遥感业务系统经验，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在轨卫星
资料，可在周期上、时间分辨率和空间覆盖上弥补我
国海洋卫星业务监测的不足，不仅满足一部分海洋
环境业务监测、预报服务需求，而且同时满足我国卫
星海洋遥感预先研究的需要。

２）建立我国海洋水色环境要素（叶绿素、悬浮
泥沙、黄色物质、可溶有机物）及水温、赤潮、污染、
海冰等信息提取系统。

在对海水光学特性，大气光学特性和海洋水色
要素提取算法等进行研究和在对各种海洋水色要素

提取算法研究的基础上，制作海洋水色遥感专题图，
如海洋色素浓度变化图、初级生产力分布图、海面温
度场图、海洋动力现象变化图以及海岸带资源与环
境综合图等，以掌握海洋初级生产力分布、海洋渔业

及养殖业资源状况和环境质量等，为海洋生物资源
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了解重点河口港湾
的悬浮泥沙分布规律，为沿岸海洋工程及河口港湾
治理提供基础数据；监测海面油膜、富营养、热污染、
海冰冰情、浅海地形等，为海洋环境监测、环境保护、
管理执法提供信息；为研究全球变化、海洋在全球
ＣＯ２ 循环中的作用及厄尔尼诺现象等提供大洋水色

环境资料。
３）建立海洋动力环境（包括风、浪、流、风暴潮、

海岸带变迁）信息提取和监测系统。
利用微波散射计提供海面后向散射系数得到全

球海面风场，直接为我国海洋环境预报和风暴灾害
警报服务。 利用雷达高度计提供的全球海洋地形数
据，得到全球高分辨率的海洋大地水准面和重力场，
直接为军事和国防服务。 利用被动微波辐射计测量
海面亮温，得到高精度、长时间系列的海面温度，为
渔场预报、气候预测和全球变化如厄尔尼诺现象等
服务。 探测全球大洋环流、极地冰盖的整体特征及
变异，为全球变化研究和长期气候预报服务。 收集
海洋动力环境遥感器的观测数据，开展对海洋动力
环境的应用研究，提高海洋动力环境监测能力。

４）建立海上作战环境遥感信息服务系统。
根据海军作战、训练和执行远洋任务等海上军

事活动的需求，为海上战场建设提供可覆盖全球与
重点区域（如南沙群岛、台湾海峡等）的长、中、短期
和短时海洋水文环境监测与预报。 通过卫星资料处
理，获取该海域的海面高度、海面风场、洋流、水色等
对海上作战有较大影响的海洋状态信息，以及由此
反演而得到的内波、重力场、大地水准面、有效波高、
透明度信息。 为海军舰艇、潜艇的作战行动，同时也
为海上目标综合观测，尤其是潜艇探测提供有效信
息。 确定海洋大地水准面、海洋地形及由此计算海
洋重力异常和垂线偏差等，确保海上作战武器命中
精度，确保海洋环境保障的现实性和准确性。

５）建立卫星海洋遥感信息库及综合服务系统。
利用众多的国内外卫星资料及其处理产品，得

到海洋要素分布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专题产品，并
结合海洋要素变化规律、数值模式、海洋地理信息系
统和国家配套设施为海洋管理与执法、海洋预报、海
洋资源开发、渔业生产、赤潮监测和环境保护、海岸
带、岛屿管理与监测、科学研究等服务。

６）建立海洋灾害卫星遥感监测、预警、评估与
辅助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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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上生产活动的增

加，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从总体上看呈明显上升趋
势。 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是风暴潮、赤潮、污染、巨
浪、海冰等，对这些海洋灾害首先需要在发生前监
测，监测到以后需要预警预报，在灾后需要对受灾状
况作出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7　大力开展海洋卫星与卫星海洋应用体系
建设建议

　　要建设好海洋卫星与卫星海洋应用体系，需要
在 ３ 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具体如下。

１）保持相关政策及相关的项目支撑的连续性。
我国海洋卫星既然已经列入了发展规划，就应

该落实到计划、落实到研制生产及发射，不要再提海
洋卫星要不要系列化的问题，而是应该多想想如何
系列化、稳定化的问题。 由于海洋是动态变化的，其
规律需要长期监测与研究才能得到，因此必须注重
相关项目的长期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空间基础
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科学发展观，稳
步发展航天事业，在稳步的同时才提倡跨越式的
发展。

２）综合各相关部门的力量，共同开发。
发展海洋卫星与卫星海洋应用体系，需要各综

合管理部门、各领域、各行业，按国家需求发展从各
个方面有重点地设立课题与项目，对相关领域需要
共同攻关和投入。 国家的各项计划，侧重点各自不
同，但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发展。 卫星在我国的陆地
与气象遥感应用中已经有数十年之久，从卫星轨道
设计、卫星研制生产、遥感载荷（可见光、红外、主／
被动微波遥感器）设计研制、卫星地面测控与管理、

地面应用系统建设、定量化产品制作、产品标定、海
洋应用产品精度检验与验证、数据格式标准化、各业
务化系统的运行，到遥感仪器参数选取、系统仿真正
演、海洋参数模式建立到海洋信息反演、试验验证
等，而用于海洋遥感则是在最近十年，因此还有大量
的技术难题需要解决。

３）开发科技人力资源，人才队伍培养。
要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海洋遥感技术

的科普宣传和教育工作，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海洋遥
感技术人才。 海洋卫星涉及面广，虽然近几年随卫
星应用的开展，有大批新人涌现，但远远不够；特别
是将来带有微波遥感载荷的系列卫星上天，更需要
大量的微波遥感专业人才。 一方面需要我国相关院
校开辟海洋遥感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另一面需要在
岗的科技人员加强专业知识的更新与系统培训，需
要请进来，也需要走出去，与时俱进，实现人才强国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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