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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6 期）和下期（7 期）是卫星、遥感等技术在水科学领域应用专题，

本期介绍 Science 最新发布的前沿科学问题、卫星及遥感数据共享现状及其在水

源领域的应用现状等；下期将分享遥感技术在水资源、水质方面的部分应用成果。 

本期导读 

① Science 发布全世界最前沿的 125个科学问题 

② 世界和我国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服务现状与展望 

③ 航天时代陆地卫星在水资源探测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④ 近 25 年来中亚湖泊面积遥感动态监测 

一、Science 发布全世界最前沿的 125 个科学问题 

在庆祝 SCIENCE创刊 125周年之际，该刊杂志社公布了 125个最具挑战性的

科学问题。简单归纳统计这 125个问题，其中涉及生命科学的问题占 46%，关系

宇宙和地球的问题占 16%，与物质科学相关的问题占 14%以上，认知科学问题占

9%。其余问题分别涉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政治与经济、能源、环境和人口等。

在今后 1／4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将致力于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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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前 25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1）宇宙由什么构成；（2）

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3）为什么人类基因会如此之少；（4）遗传变异与

人类健康的相关程度如何；（5）物理定律能否统一；（6）人类寿命到底可以延

长多久；（7）是什么控制着器官再生；（8）皮肤细胞如何成为神经细胞；（9）

单个体细胞怎样成为整株植物；（10）地球内部如何运行；（11）地球人类在宇

宙中是否独一无二；（12）地球生命在何处产生、如何产生；（13）什么决定了

物种的多样性；（14）什么基因的改变造就了独特的人类；（15）记忆如何存储

和恢复；（16）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17）怎样从海量生物数据中产生大的

可视图片；（18）化学自组织的发展程度如何；（19）什么是传统计算的极限?

（20）我们能否有选择地切断某些免疫反应；（21）量子不确定性和非局部性背

后是否有更深刻的原理；（22）能否研制出有效的 HIV疫苗；（23）温室效应会

使地球温度达到多高；（24）什么时间用什么能源可以替代石油；（25）地球到

底能负担多少人口。其中与水相关的问题是 46、53、110。 

        

 

 

 

46、水的结构如何?                    53、是什么引发了冰期? 
 

 

 

 

 

110、生态系统对全球变暖的反应如何? 
 

 
文献来源：《Science》 



二、世界和我国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服务现状与展望 

自 1960年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升空以来，气象卫星应用不断深化，美国、

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气象卫星应用服务体系，大

大推进了卫星资料在气象及相关领域的应用。我国气象卫星和卫星气象事业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以风云极轨和静止两个系列气象卫星为主的气象卫

星观测业务体系，为国家减灾防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风云一

号、风云二号和风云三号卫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设，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综合利用 

CMACast、卫星直收站、地面宽带网、业务内网和互联网技术，逐步建成了一套

天地一体化的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服务体系。到 2014 年，每日在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存档的卫星数据产品共计 92类，数据量 2.2TB，存档总量达到 6.5PB，其中风

云三号卫星的数据量最多，占总存档量的 84%。 

 

目前以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为主的国际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机制已经日臻

成熟，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地球观测组织（GEO）在其中起到领导和协调的作

用，并搭建了全球卫星数据和产品的共享平台。  

国际组织领导下的全球气象卫星数据共享 WMO 从 2003 年起开始建立一个通

用、综合、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WIS），用于支撑 WMO 各项计划及各个成员之

间的数据共享，WIS中的资料存档服务中心（DCPC）承担了包括气象卫星的数据



共享服务功能。GEO从 2005年正式提出地球观测数据卫星分发系统（GEONETCast）

的概念，目前由中国气象局（CM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欧

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EUMETSAT）分别运营覆盖全球的数据广播分发系统

（CMACast、GEONETCast Americas 和 EUMETCast），借助通信卫星，把地基和

空基观测数据产品及时传送给广大用户，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3000个用户。 

 美国在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共享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凡是政府资助产生

的数据均采取“完全与开放”数据共享政策和公益性共享机制。美国通过多个政

府机构，将采集的各类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和产品向全球开放，为全球科学工作者

提供便利的数据服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据共享服务基于 1990

年成立的分布式动态数据中心（DAAC），目前共有 12 个数据中心，数据量每天

都在大幅增长中，如 Terra 卫星每天大约新增 194GB 的数据。用户通过登录任

何一个 DAAC 的 EOS 数据门户网站（EDG），均可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上搜索、订

购或下载数据。NOAA 负责运行管理多颗静止和极轨卫星，国家环境卫星数据和

信息中心（NESDIS）直属于 NOAA，负责提供由卫星和其他来源获取得到的全球

环境数据。  

欧洲的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服务在欧盟的基本框架下，以 EUMETSAT 为主导，

主要为欧洲各个成员国和科研业务用户提供气象卫星数据的共享，目前有两种方

式：EUMETCast 广播和 EUMETSAT 网站。准实时数据用户可以通过搭建广播接收

系统，接收 EUMETCast 广播的气象卫星数据以及其他气象资料，其他用户通过 

EUMETSAT网站直接注册用户，并实现历史数据的检索和下载。 

经过 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功发射 14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其中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7 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7 颗（其中风云一号 4 颗，

风云三号 3颗）。除此之外，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还存储了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

接收处理的美国、日本和欧洲 20 多颗卫星的数据产品。随着我国气象卫星的不

断发展，卫星监测手段将更加丰富，时空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均有所加强，同时

卫星的寿命和运行成功率也随之提高，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精确、稳定的服务。

风云三号（03 批）卫星在不断改进现有仪器观测性能的基础上，还有可能增加

降雨雷达卫星和晨昏轨道卫星。降雨雷达卫星可以克服雨量站和地基雷达的局限，

实现对降水更准确的监测和预警。晨昏轨道卫星将完善和丰富我国现有的现代气



象业务观测体系，可向我国的 8 点钟会商业务及时提供微光、红外和微波的综

合观测信息，也可以在凌晨时刻提供针对台风、暴雨和强对流等的卫星监测。风

云四号系列卫星将在未来两年内发射，将提供更高时空分辨率的观测数据，同时

也提供了更加机动的区域扫描功能、闪电定位以及垂直探测的能力。随着 IT 技

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积极探索采用新技术实现气象卫星遥感数据的

快速服务和精细化服务，完善新一代天地一体化的数据共享和服务体系。 

 

三、航天时代陆地卫星在水资源探测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文献来源: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气象科

技进展 6(1)-2016,146-149. 作者及单位：咸迪 李雪 徐喆 钱建梅：国家卫星

气象中心. 

自 1972 年第一颗陆地卫星发射以来，陆地卫星已成为很多土地经营和水资

源管理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为决策者提供关于地球重要资源的关键信息。

目前，美国最新设计的陆地卫星 9号已经准备好发射。美国航空航天局联合美国

地质调查局的下一个太空任务计划将于 2023 年开始实施。陆地卫星 9 号作为最

新的对地观测卫星，将在记录地表影像方面继 续发挥关键作用，为水资源管理

决策提供宝贵资料。 



本文介绍了陆地卫星在美国水资源分配、环境监测以及其他科学研究活动中

的应用，表明了实施陆地卫星发展计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近 25 年来中亚湖泊面积遥感动态监测 

文献来源:水利水电快报,EWRHI第 37卷,第 4期,文章编号: 1006-0081( 2016) 

04-0022-02. 

为探究近几十年来，中亚干旱区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地表水循环的时空过程

变化，以 1990～2015年多时相 LandsatTM/ETM+/OLI影像为数据源，对中亚主要

湖泊（艾比湖、巴尔喀什湖、阿拉湖、赛里木湖、伊 塞克湖、萨瑟克湖、卡普

恰盖水库）进行遥感解译，获取面积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受地形及气候变暖影

响，高山封闭型湖泊面积保持稳定并有小幅度上升；平原区尾闾湖受人类活动影

响较大，面积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吞吐湖面积有增有减，波动较大，不稳定性较

强。 

文献来源: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icence Edition) Vol.16,No.2,Mar,2017. 

doi:10.30.3969/j.issn.1674-232X.2017.02.014. 

 

作者及单位：吴素云，周斌，潘玉良，张琳琳，王艳莉，朱星睿（杭州师范

大学遥感与地球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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