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气 象 局
中气提字〔2023〕18 号

关于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01191 号

（工交邮电类 156 号）提案答复的函

汪鹏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中高层空域环境研究与开发利用的提案》

收悉。经商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答复如下：

一、相关部门统筹设计、积极投入、创新管理，不断提升我

国对中高层大气环境的认知和预报能力

从统筹布局角度讲，国办2022年 4月印发《气象高质量发展

纲要（2022—2035 年）》，要求“加强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能力建设”。科技部 2022 年 2 月会同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印

发《中国气象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 年）》，部署开展中层大

气机理研究，完善临近空间大气数值模拟技术。中国气象局 2022

年 5 月印发《空间天气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2—2025 年）》，统

筹设计气象部门空间天气监测网和全球大气数值预报模式。

从科技研发角度讲，中国气象局研发并业务化运行全球天气

模式和全球气候模式，模式层顶均达到0.1百帕（距地面65公里），

可提供大气温度、密度、风场等预报要素，未来将延伸至80公里

（0.01 百帕）以及更高的 140 公里（低热层），但由于传统气象

数值模式和高层大气模式各自独立发展，数值模式还不具备对流

A

公开



— 2 —

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电离层）全大气耦合的模拟能力；

中国气象局研发的再分析业务产品，可重现55公里高度以内全球

三维大气状况，时间分辨率逐6小时，水平分辨率达到34公里，

未来可提供 65 公里高度以内、水平分辨率 25 公里业务产品。中

国科学院研制了全球首套全（中性）大气层（0—110公里）多成

分、多要素大型地基综合探测系统，探索提出全球首个激光与微

波结合的三维、多成分、多要素中高层大气探测卫星系统。航天

科工研发了可覆盖 100 公里以下的大气廓线探测的球载、箭载、

机载等多类探空产品，实现了对 1.5—30公里、60—90公里范围

内风速、风向、气候等要素的地基遥感观测。

从业务建设角度讲，中国气象局2002年6月成立国家空间天

气监测预警中心,聚焦20公里以上的临近空间至太阳的整个日地

空间，承担我国空间天气监测预警、预报发布和应用服务业务；建

立了以高空大型无人机为核心平台的机动气象观测业务，每年

6—10月常态化开展海洋、高原气象（生态）观测。中国科学院持

续开展了大气成分探测，完成了我国首部VHF（甚高频）平流层大

型相控阵雷达，建设了华北香河、安徽淮南和西藏羊八井地基MST

（中间层—平流层—对流层）雷达，建立了平流层科学实验气球

观测系统。航天科工建设了北斗/GNSS遥感气象探测系统，可提供

温湿度廓线和电子密度廓线等全球大气海洋产品。

二、相关部门加强人才培养，形成中高层大气领域的研发和

业务人才储备

教育部优化完善中高层大气相关专业布局，全国设有16个相

关本科专业，涉及高校98所；成立大气科学类和航空航天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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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60个中高层大气相关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组织认定34门中高层大气课程为首批国家一流本科

课程，70余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线上中高层大气领域课

程，7 个中高层大气领域项目为新工科研究和实践项目，设立 70

余项中高层大气领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中国气象局2023年3月印发《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新时代新

征程局校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培养气象拔尖创新人才、加

快气象类学科专业建设、建设高水平气象师资队伍、构建气象人

才招生就业长效机制等四个路径。支持大气科学一流学科建设。

中国科学院依托“中层大气和全球环境探测”实验室以及“大

气环境与极端气象”重点实验室，面向中高层大气环境基础研究、

技术研发、模式研发，开展院内外单位的交叉融合，加强自主人才

和引进、探索形成中高层大气环境探测技术人才培养新模式。

三、相关部门加强安全设计，强化中高层空间飞行器安全

在中高层飞行器上增加失控判别装置和自毁装置是中高层空

域环境研究与和平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航天科工现有无人机、

飞艇等中高层飞行器均已加装失控判别装置和自毁装置。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气象局将认真贯彻《气

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有关“加强国家空间天气监

测预警中心能力建设”要求，会同科技部研究部署中高层空域环

境与开发利用的科研项目。会同中国科学院、航天科工及相关高

校等科研力量，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持续提升我国中高层空域环

境研究与开发利用水平。配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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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中高层大气相关专业结构，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鼓励高

校、科研院所加强中高层大气领域人才培养，促进产学沿用融合

发展，加强中高层大气领域不同层次重点实验室建设，为我国中

高层大气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会同科技部、

中国科学院、航天科工等相关机构，严格落实国家安全要求，加强

对中高层飞行器试验和运行的过程管控，保障中高层飞行器的安

全发展。

感谢您对气象工作和空间天气的关注和支持。

2023 年 7月 12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预报与网络司 010-68407308）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中国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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