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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三号01星”
完成在轨科学实验
首次提供开放式卫星算法平台

新华社武汉4月24日电 记者24日
从武汉大学获悉，由武汉大学牵头研制的
互联网智能遥感科学实验卫星“珞珈三号
01星”已顺利完成智能化在轨数据处理、
高效率数据压缩传输、分钟级全流程信息
服务等在轨科学实验。

“通过‘珞珈三号01星’的开放式智能
处理平台以及与地面双向互联的融合传
输网络技术，实现了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
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的突破。”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说。

“珞珈三号01星”搭载的轻小型遥感
相机具有高清视频、多角度立体、连续区
域成像、多种模式成像的特点，可以满足
不同应用场景的观测需求。武汉大学测
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王
密介绍，“传统的遥感卫星只负责拍照，数
据传回地面再做分析处理，‘珞珈三号01
星’既能拍照，又能计算分析处理。”王
密说。

王密介绍，“珞珈三号01星”首次提供
了开放式的卫星算法平台，除了在轨预装
的目标检测、变化检测、图像压缩等9款
APP，还可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在星上安装
定制开发的智能APP，提供个性化服务，
以往仅面向专业用户的遥感数据服务将
迎来面向大众用户信息服务的转变，公众
在手机终端上就可以利用遥感服务，关注
周边环境的变化。

2030年前中国人脚印会踏在月球上
总设计师吴伟仁介绍中国探月工程 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后发射

月球通信导航星座 演示动画

4月24日是第八个“中国航
天日”。目前，我国已成功实施
嫦娥一号至嫦娥五号任务，实
现探月工程“绕、落、回”战略规
划的圆满收官。我国在深空探
测领域有哪些最新成果？未来
还将实施哪些重点工程？

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
伟仁，对未来我国深空探测领
域的规划和亮点进行解析。

探月四期稳步推进
嫦娥家族任务满满

2022年9月9日，我国科学
家首次发现月球上的新矿物并
命名为“嫦娥石”，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发现月球上新矿物
的国家。“嫦娥石”正是从嫦娥
五号返回地球携带的1731克
月球样品中研究得来的。

吴伟仁介绍，我国正在进
行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其中，
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
前后实施，它的主要任务是到
月球背面采样，争取实现2000
克的目标，并携带月球样品返
回地球，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
月球背面采集月壤。

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
后实施发射，它的主要任务是
去月球南极寻找月球存在水的
证据。这项任务非常复杂，风
险系数也非常高，嫦娥七号有
望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降落
的航天器。

吴伟仁表示，之所以说嫦
娥七号挑战大，是因为：第一，
我们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南极
降落。月球南极地形地貌，我
们都不是很清楚，要通过轨道
详查。第二，嫦娥七号在月球
需要长期工作，月球温度、环境
都是很恶劣的，它和地球的南
极北极一样，有极昼和极夜的
现象。我们现在初步估算在月
球南极，一年中能够长期有光
照的大概有100天左右，但它
是低温，低到了零下100多摄
氏度。在这种环境下它要能够
长期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吴伟仁告诉记者，不同于
此前着陆月球的嫦娥三号、四
号和五号，嫦娥七号任务特殊。

“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的阴影
坑，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有水
的。”吴伟仁说，因为终年不见
阳光，那里的水可能以冰的形
式存在。希望嫦娥七号着陆以
后，能够飞跃到1至2个阴影坑
里现场勘查，争取找到水。这
对着陆点提出了新的要求，受
到了很多限制。我们确定了若
干个着陆点，最后选择一个着
陆点或者两个着陆点进行
着陆。

嫦娥八号任务目前处于方
案深化论证阶段，计划于2028
年前后发射，主要任务是对月
球上的资源进行勘查，并对资
源的再利用进行实验，将会有
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
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
器。嫦娥八号将配合嫦娥七号
在月球南极建立国际月球科研
站的基本型，计划在2030年前
建成，对月球资源勘探和利用
等进行一系列试验，为以后大
规模的月球科考提供保障。

正构建月球版北斗导航系统

在地球上，我们有通信
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
它们组成的各种星座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便利。那在月球
上，谁来支持月球科研站的
工作呢？

在采访中吴伟仁介绍，
我国正在构建一个环月球的
通信导航卫星星座，简单地
说就是月球版的北斗导航
系统。

“以月球为主要基地，建
立集数据中继、导航、遥感于
一体的月球互联网。”吴伟仁
表示，这些形成一体化后，可
以对月球上的一些资源和探
测器实行有效管理。

吴伟仁告诉记者，人类
正在迈入月球探索与开发的
新时代，未来诸多无人探测
器和载人航天器会成功登
月，在复杂的月球表面上行
动，都需要更加精准的导航
信息、更加流畅的大容量通

信保障，所以建设完善的月
球通信导航星座是必不可少
的。而在未来要探索更远的
深空，除了月球“通、导、遥”
一体的星座外，还计划把星
座延伸到其他星球。

在互联网建成的情况
下，在月球上可以看电视，也
可以使用Wi-Fi，航天员上
月球不寂寞了。

要进行月球科考，肯定
有人的参与。在采访中，吴
伟 仁 透 露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信息。

吴伟仁说：“2030年之
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
在月球上，这没问题的。”

月球探测仅仅是我国深
空探测计划的第一步发展目
标。吴伟仁介绍，开展月球
探测工程将为我国更大范围
深空探测进行技术上的准备
与验证。

“我们与相关国家联合

发起了国际月球科研站计
划，并欢迎国际伙伴参与合
作。”吴伟仁说，未来，国际月
球科研站或将作为飞向太阳
系或者更远深空的深空探测
中转站。

此外，我国还将在探月
领域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
作。嫦娥六号任务和小行星
探测任务将提供搭载平台和
载荷资源的机会，致力于与
更多国家，一同让航天探索
和航天科技成果为创造人类
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
龙访华期间，中国向法国赠
送了1.5克科学用月球样品。
去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
华时，中国赠送俄罗斯1.5克
科学用月球样品。中国赠送
法国和俄罗斯的月球样品都
是2020年12月中国嫦娥五号
任务从月球上采集取得的。

行星探测稳步推进 将揭示更多星空奥秘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发展
规划，准备开展小行星防御任
务，对小行星进行探测、预警。
吴伟仁介绍，如果预测小行星
轨道出了问题，将会进行在轨
处置，最后再进行救援，总结
为“探测、预警、处置、救援”八
字方针。

“未来，我国还准备开展

木星系及天王星等行星际探
测，太阳以及太阳系边际探
测。”吴伟仁表示，希望能够发
射我们自己的探测器，走到太
阳系边缘地区，看看太阳系边
缘地区太阳风和宇宙风交汇
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把人送
上月球、送上火星，都离不开

运载火箭。吴伟仁表示，运载
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中
的作用很大，长征五号是目前
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现
在研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
能够达到4000吨，是长征五
号推力的约4倍，已列入我国
深空探测日程表。

“多功能”月球科研站亮相航天主题展
24日在安徽合肥举办的

“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主题
展览中，最具“科幻”色彩的
展品，莫过于对未来月球科
研站的设计。在大大小小的
月球环形山中间，科研工作
站、能源中心、太空发射场等
建筑排布其间，可谓是“五脏
俱全”。

对月球科研站来说，能
源中心是核心部分。月球蕴
含着多种清洁能源，首当其
冲的便是丰富的太阳能。每
年到达月球范围内的太阳光
辐射能量，大约相当于地球
一年消耗各种能源所产生总

能量的2.5万倍。丰富而稳定
的太阳能，将成为月球科研
站运转的重要支撑。

到月球去开展科研工
作，是月球探测的核心目标
之一。科研人才在月球汇
聚，将围绕月球地表探测、资
源利用、基础建设、其他星球
探测等领域不断发力。月球
上的“一天”很漫长，一个月
昼大约相当于地球上的14
天。因此，月球科研站还贴
心地规划了太空休闲中心，
内部将布设多种太空娱乐设
施，为月球工作人员提供娱
乐生活，也为未来的太空旅

游业打下基础。
要实现在地月之间往

返，或未来到其他星球中转，
月面上的太空发射场必不可
少。月表没有大气，这有利
于航天器发射，加上月球自
身较小的引力、发射升空可
以借助地球引力等优势条
件，航天器只需达到每秒1.8
千米的速度，即可脱离月球
引力，航天器发射所需的能
源 和 自 身 发 射 重 量 都 能
减轻。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北京晚报》

■ 相关新闻

我国“高速飞车”
将达每小时1000公里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闻4月24日
报道，由航天科工集团举办的“高速飞车”
主题科普展23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此
次科普展上获悉，我国正在研制的“高速
飞车”取得新进展，近期完成了国内首次
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未来运行速度将达
到每小时1000公里。

“高速飞车”是将磁悬浮技术与低真
空技术相结合，实现超高速运行的运输系
统。目前，研究团队已在山西大同建设起

“高速飞车”全尺寸试验线，并于近期完成
了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

此前，试验团队已在非真空条件下完
成了超高速磁悬浮与电磁推进试验，速度
达到了每小时623公里。

航天科工集团“高速飞车”项目团队
成员李萍介绍，他们定的目标是每小时
1000公里。接下来他们将在大同的一期
工程试验线上开展更多的试验，来验证整
个系统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