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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项目基于中国张衡一号卫星和欧空局Swarm卫星的同步观测数据开展磁

场和等离子载荷的标定和交叉检验工作，从而完善电磁卫星数据处理算法，提高

数据产品质量，拓展卫星观测数据在空间物理与地震学方向的科学应用。通过国

际合作研究，获得具有重要意义的科技成果，具体如下： 

在磁场数据标定和交叉检验方面，高精度磁强计(HPM)已经成功地提供了 5

年多的连续磁场测量，对这些年来观测数据的进行了交叉检验，并对定标和校准

方法进行了改进，提高了 HPM 日常数据处理效率和数据质量。同时，构建了“基

于张衡一号卫星的全球参考地磁场模型”，该成果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首次建

立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地磁场模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取得

的创新性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在等离子体观测数据标定和交叉检验方面，通过对张衡一号卫星和 Swarm

卫星等离子体观测数据之间的交叉检验，证实了两颗卫星观测数据在电离层总体

结构以及时序变化趋势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存在绝对值大小的不同。同时也发现

两颗卫星也各自存在一些干扰现象，比如张衡一号卫星存在由光电子突然变化而

产生的数据突跳；Swarm 数据的电子温度数据存在很多跳点。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两颗卫星都采取了一定的定标和校正措施，提高了等离子体观测数据的质量。 

团队在数据定标和质量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地球物理、空间物理

等相关领域持续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包括张衡一号卫星和 Swarm 数据在地震、空间天气等自然灾害方面的应用，以



及对电离层电流特性的研究等，也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果。该项目还培养了一支

高水平、长期稳定的中欧国际合作团队，加强了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和合作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