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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简称探测仪，GIIRS）是风云四号 A 星的主要载荷之一，是国

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止轨道的大气高光谱垂直探测，主要功能是实现对大气温度和湿度参数

的垂直结构观测。在地球静止轨道上对所需区域进行红外光谱分布探测，为数值天气预报提

供输入数据，为灾害性天气监视和大气化学成分提供探测服务，同时实现可见光对云的观测。

探测仪是通过地面应用系统设定的观测模式执行相应的观测任务，因此观测模式的确定和执

行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根据数值预报中心的实际需求，对晴空进行观测更有意义。

基于探测仪工作模式和观测任务需求，目前其观测模式主要包括全圆盘观测、区域观测

和地标观测。在探测期间，按照预定的时间间隔，先进行冷空间背景采样，然后进行黑体定

标和恒星敏感。可知区域观测的任务内容包括冷空间定标、黑体定标、恒星敏感和区域探测。

在区域观测过程中，设定每 15 分钟进行 1 次冷空间定标、1 次黑体定标、1 次 15 个位置的

恒星敏感（5 颗恒星，每颗恒星在 3 个位置进行观测）和区域探测。根据数值预报中心的需

求，GIIRS 区域探测目前主要是对晴空进行观测，那么晴空的筛选是首要的工作。基于数值

预报中心提供的云量分布图，对晴空进行筛选。首先把需要观测的区域的经纬度转化为标称

网格里的行列号，这样每个晴空点转化为以行列号表示的点。然后，对观测区域筛选出所有

云量值小于指定晴空系数的网格点，即以行列号表示的点。晴空筛选之后，按探测仪驻留点

范围（即探测仪面阵大小）切分晴空网格，统计每个驻留点范围内晴空数量。优选出晴空比

比较高的驻留点，比如比值大小为 100%或者 90%等。以每 15 分钟时间段 20 个驻留点为原

则，对优选出的驻留点进行合并。对于横向连续的驻留点超过 20 个，需要进行切分。根据

连续驻留点的起止列号，计算驻留点个数，不足 20 个进行上补。每 15 分钟时间段内，连续

的驻留点排成一个任务，根据驻留点个数计算此任务时间。同时，准确计算冷空间定标、黑

体定标和恒星敏感其他每个任务的运行时间以及快速指向和指令间隔时间。由此，对每个任

务进行时间上的合理编排，生成任务时间表，根据任务时间表生成指令并将其注入卫星。

基于实际观测需求，本文将重点介绍晴空观测模式以及具体实现过程。然后，分析 FY4A

目前采用的晴空观测方法的局限性，并针对此问题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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