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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轨道 补上“最后一块拼图”
一般来说，极轨气象卫星的首要任务是为数值天气预

报提供观测资料。与美欧相同，我国现有极轨气象卫星观

测时间均集中在上午10时、下午2时左右。每6小时观测同

化时间窗内，全球总有2至3条轨道处于卫星观测空白区，

无法提供全球覆盖的初始观测。

“E星将补上全球数值天气预报观测资料的‘最后一块拼

图’。”中国气象局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杨军说，上午、

下午和晨昏卫星三星组网后，每6小时可为数值预报提供一

次完整全球覆盖资料，能有效提高和改进全球数值天气预报

的精度和时效。

专家预测，这可能使南北半球预报精度提高2%至3%，

洲际尺度的区域预报精度提高2%至10%。

此外，同上午卫星和下午卫星相比，晨昏轨道卫星观测

时太阳高度角低，地形和云顶高度的几何特征更为明显。

“利用这种优势，E星可以在晨雾、台风、强对流监测和

分析中开展独特应用。”杨军说，“今后我们可以在晨雾产生

时刻就进行监测，有助于为交通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指引。”

新技术 实现多个“首次”
作为一颗“创新星”，风云三号E星有效载荷多、活动部

件多、定量化要求高……在技术上实现多个“首次”。

风云三号E星总设计师王金华介绍说：“E星装载的中

分辨率光谱成像仪新增大幅宽、高灵敏微光成像通道，动态

范围达到7个数量级，是我国最先进的定量化全球微光探测

仪器，在轨应用后可实现大气、陆地、海洋参量的高精度

定量反演，大幅提高监测精度。”

此次E星搭载国内首个双频双极化风场测量雷达，

可获取全球海洋表面风速、风向等风场信息，并实现对海

面风场高精度、大动态、高分辨率测量，也可测量海冰、土

壤湿度、植被等地表物理特性。

“船舶、海水浮标、沿岸海洋观测站等传统观测手段

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无法保证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

王金华说，卫星监测可帮助获取更加精确的海洋风场数

据，为气候变化研究、海洋航运、海洋工程等提供参考。

同时，E星还在国内首次实现全能谱太阳观测，通过

3台不同载荷分别从光谱、成像、辐射总量等侧面对太阳

进行全方位同步观测，将为科学家理解地球气候和天气

变化原因提供更加全面的资料。

新起点 推动多领域应用
专家表示，风云三号E星的成功发射和在轨运行将

提升我国在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生

态监测、空间天气预警等应用层面的能力，完善我

国现有气象业务观测体系，同时使我国在业务上

形成同欧美卫星的等价互补之势。

“依托E星独特的全球观测资料，我国可以同

世界其他气象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技术合作交

流，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气象事务中的话语权

与影响力。”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三号

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张鹏说。

组网观测后，包含E星在内的风云三号卫星可

用于开展大范围植被、陆表温度等参数定量反演以

及水体、积雪、热异常点等地物目标识别工作，为干

旱、洪涝、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与应急监测提

供数据支撑。

同时，E星新增的城市背景灯光合成、洋面

风、云区温湿度廓线等遥感产品，将在社会经济、

海洋动力、大气探测等研究领域有所应用。

“轻松借钱”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社交、出行、视频等生活服务类App用户基数庞大，

其中很多使用者本无强烈借贷需求；在这些App“广撒

网”式宣传下，一些使用者受诱惑开通了借贷功能。

记者发现，不少平台的借款功能都以“实时审批、极

速到账”为卖点，并且承诺的额度不低。几款App对开

通借款功能的审核都颇为宽松，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

号，进行人脸识别后，绑定收款银行卡就可以借钱。

部分App中的借贷功能还以低息为噱头吸引用

户，但实际上却埋着高息的深坑。某款App宣称借款

额度最高达到20万元，最低年化利率只有7.2%；但当记

者按照App内的要求填写完各种个人信息后，年化利

率一下子涨到了23.4%。

在黑猫投诉等互联网投诉平台上，有多名用户投诉

称，一些App里的借贷功能存在重复扣款、收取高额利

息、开通后无法取消等问题。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普通用户在银行申请

信用卡，一般初始额度只有 2万元到 5万元；但不少

App上的借贷功能，动辄宣称可以提供30万元到50万

元的额度。额度一旦过高，如果用户还款逾期，带来的

金融风险很大。

互联网经济专家刘兴亮认为，不少App用户众多，

如果平台采用诱导的方式推广借贷功能，一些风险意识

不足、消费自控力较差的群体就存在过度借贷的可能。

多位大学生在黑猫投诉上反映，看到某款社交

App上频频出现的借贷广告，经不住诱惑，就尝试借

款，数额在1万元到3万元不等；但借款后却无力偿还，

影响了个人征信。此外，借贷功能还极易侵害用户个人

信息安全。国家网信办在今年5月的一次通报中指出，

84款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中半数以上App

都具备金融功能，这些App存在非法获取、超范围收

集、过度索权等侵害个人信息的问题。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中小借贷平台上的个人信

息很容易泄露。个别平台为追求利益，会把个人信息

“打包”卖给第三方；只要用户在一家借贷平台上申请过

借款，其他借贷平台的骚扰电话就会“蜂拥而至”。

对App借贷亟待加强监管
相关专家认为，与专业化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的

App相比，一些常见的生活类App使用人数更多，覆盖面

更广。由于使用频率很高，过度宣传借贷功能更容易让网

民掉入网贷陷阱，并导致互联网金融风险。有关部门需要

对这类App加强监管，堵住由此带来的互联网金融漏洞。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顾雷说，应持续加强对

手机App开设借贷功能现象的监管。对于当前“什么

App都可以放贷”的局面，要有更精准的规范和约束。

比如在平台的借贷资质、用户申请门槛、推广方式等方

面，都应有更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以实现App借贷业务

有序、有度发展。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一些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中并没有明确指定使用

范围，部分信贷资金存在未按指定用途使用的问题，违

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相关部

门应加强对平台的指导，在对用户的申请审核、贷款用

途和流向的监管上更加严格。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很多普

通用户具备的金融知识有限，容易被平台夸张的宣传所

诱惑。行业监管部门可定期在校园、社区等场所开展金

融知识的普及教育，培养更多人形成良好的金融素养，

增强抵抗金融风险的意识。

首颗晨昏轨道气象卫星成功发射
将为我们带来什么？

App“借钱”满天飞 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5日7时28分，金色巨焰腾起，风云三号E星搭乘长征四号

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颗全球首颗民

用晨昏轨道气象卫星将与在轨的风云三号C星和D星组网运

行，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唯一同时拥有晨昏、上午、下午三条轨道

气象卫星组网观测能力的国家。作为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

星，被称为“黎明星”的风云三号E星有何特别之处？它将为我们

带来什么？ ■ 新华社记者 黄垚 胡喆

点开“滴滴出行”“去哪儿旅行”“哈啰出行”等App，显

眼位置均可看到“借钱”；点开“京东”“58同城”“美颜相

机”等App，显眼位置也能看到“借钱”……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少手机App存在与自身主要业

务毫不相干的借贷功能，并以低息、红包等作为噱头引导

用户开户。App“借钱”满天飞，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 据新华视点 记者 邵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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