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郜阳）作为我国最早开展

空间激光器的研制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昨天以网络直播形式

举办了“光之梦 中国航天日”主题云科普活动，
旨在传播航天知识，弘扬航天精神。

空间激光工程技术实验室主任侯霞研
究员介绍了近些年激光技术在航空航天领

域不断拓宽的应用前景。她表示，从嫦娥一

号的卫星高度计，到嫦娥四号由远及近保障

平稳降落月背的测距敏感器激光器和三维
成像敏感器光纤激光器，空间激光器的技术

指标不断提高，面临的技术挑战越发复杂。
侯霞鼓励有航天梦的年轻人脚踏实地，不断

助力国家航天事业迈向新的天地。

全国公众通过本次活动共同追光逐梦，
感受到了激光在航天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航天日“云科普”公众同追光逐梦

    突如其来的疫情 ， 阻隔不了

“风云”卫星写真地球的精益求精。

昨天是“中国航天日”，记者从一直

承担着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主载荷
任务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获悉， 在 2020 年的科研工
作中，每一个项目团队都有细致到

“小时”的抗疫“护星”计划，做到抗
疫科研两不误。等待“飞天”的两颗

风云新星———风云三号 05 星和风

云四号 02 星， 几大主要载荷已经
按时完成任务，等待联机测试。 火

星、 嫦娥等其他重大航天任务，也
正在有条不紊地按计划推进中。上

述型号项目正在狠抓质量，确保一
次成功。

    1970年 4月 24日的晚上，中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口令下达。遍布
全国的测控网开始陆续接收到火箭上

的遥测信号，地面观测站的工作人员一
直在紧张地监听着卫星。通信线路中

“跟踪正常”“信号正常”的报告不断，运
载火箭的运行很顺利⋯⋯终于，监听系

统中传来了这来自太空的中国之

声———东方红。

当天 21时 48分，测控中心正式确
认，星箭分离，卫星已成功入轨。就此，中

国正式达成“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
为纪念“东方红一号”这一中国航天

事业里程碑，2016年，党中央批准、国务

院批复，将 4月 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
日”。今年“中国航天日”活动主题是“弘

扬航天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
据介绍，当时，中科院 70多个所、

厂，全院三分之二的科技力量都参与到
了“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和组织工作中。

1984年 4月 8日，“东方红二号”卫星
发射成功，开启了中国用自己的通信卫

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此后，“东方
红”系列逐渐发展成了大型卫星平台。

2019年 12月 27日发射成功的“实践
二十号卫星”是基于“东方红五号”公用

平台研制的实验卫星，今年 1月 5日成
功定点于东经 105.5度，这也是中国目

前研制的发射重量最重、技术含量最高
的高轨卫星。

“东方红一号”在太空中坚持运行
了 28天，最终因为电池电量耗尽，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不过，它所处的轨道

较高，大气阻力很小，轨道衰减很慢，如
今依旧无声地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着。

天上的星仍在飞行，祖国的航天事业早已不
可同日而语。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在“安睡”
一个月夜后，分别于 4月 17日 13时 24分和 16日

20时 57分受光照自主唤醒，进入第十七月昼工作
期。地球上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让月球上的“玉兔”

停止工作。在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玉兔二号”按时

“复工”，开启新一轮的探索旅程。
昨天，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Tian－

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
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火星是太阳系的行星之一，

大约每隔 26个月就会发生一次“火星冲日”，这时火
星与地球的距离会达到极近值，这段时间可以使用较

低的成本将探测器送往火星，因此人类的火星探测活
动通常也会每隔 26个月出现一次高潮。在 2020年就

有一次“火星冲日”的机会。探测器发射后，大约需要
经过 7个月左右时间的飞行抵达火星。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
学院院士王赤说，勾勒时空四维太阳系的全景，从

月球到火星再到更深远的太阳系边际，发现未知
是根本原动力，科学牵引、创新技术的双轮驱动，

将使中国航天人在逐梦太空的路上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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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
载荷任务几乎零影响
每 4 小时传回一张全地球写真照，每

15分钟给三分之一个地球拍张写真照，获

得地球风云、气溶胶、海洋水汽等的“真面
容”，是中国风云系列卫星即将亮相的独门

技艺。它们来自于计划发射的风云三号 05

星和风云四号 02星上，中分辨率成像光谱
仪、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辐射成像仪、大

气垂直探测仪等一系列载荷打出了漂亮的
太空“组合拳”。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围绕风云卫星主要
载荷研制的冲刺计划表已经全面启动，各项

仪器设备的时间进度精确到“天”，人员排班
细致到小时。“对科研团队来说，重大项目一

旦启动，节日二字就消失了。”上海技物所所
长丁雷研究员告诉记者，有些主载荷最关键

测试恰逢新春佳节，然而谁也没想到新冠肺

炎疫情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来袭。
原计划回湖北老家过年的技术人员，自

发取消行程；外地回沪后，主动居家隔离；人

手不够时，团队成员自发协作，相互替补；疫
情最严峻的时期，私家车变成“拼车”，科研人

员变“滴滴司机”，载着团队虹口、闵行、嘉定
三个工作地点来回跑，减少了公交车出行可

能带来的感染风险⋯⋯最终，得益于重大科
研项目提前备好的“万全之策”，以及研发团

队“扎根”科研的无私奉献，出人意料的新冠
病毒对风云相关载荷任务的影响几乎是零。

目前，风云三号和四号的成像和探测载
荷，均已按照原计划顺利完成关键性验证实

验。“风云三号 05星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
II型，是我国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 03批的

重要载荷。此次增加的晨昏轨道，在数值天

气预报中，能将原本每 6小时一次的全球温
度湿度垂直廓线探测，提升为 4小时更新一

次。”风云三号红外高光谱大气探测仪 II型
主任设计师顾明剑解释说，这对提高中长期

预报和短临预报准确性提供了重要数据，有
望将气象灾害监测时效提高近 1倍，预报精

度提高 3%左右。

扎根科研
年轻人“闷”在实验室
对上海技物所卫星载荷研制团队的每位

成员来说，爱护天上的每颗卫星，就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专注科研创新，树牢质量意
识，已经扎根到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生活

中去。疫情突然来临，大家都下意识地保护着

既定航天任务。让风云四号 02星多通道扫描
成像辐射计主任设计师韩昌佩感动的是，“呆

在家里，把病毒闷死”的那段煎熬时期，许多
年轻人选择把自己“闷”在实验室里。“春节值

班更是不用愁，主动申请加班的人排着队，
自发轮流了起来。”

“这份热情来自于我们的科研成果飞上

太空后，货真价实的用处真的惠及地球。”所
长丁雷说，以去年台风季为例，上海技物所

研制的全球首台静止轨道干涉式大气垂直
探测仪等进入业务观测模式，提供的数据应

用到数值天气预报中，与应用欧洲天气预报
模式的精度相比，提高了数十公里。“要知

道，在台风预报中，每精确一公里，可以降低
台风所带来的各项损失约一亿元。”

此次即将上星的几台主要载荷，主要包

括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红外高光谱大气探
测仪、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多通道扫描

辐射计、快速成像仪等，有望让风云三号和
四号卫星更具“慧眼”。据透露，风云四号 02

星光学载荷刚刚走出真空罐不久，在各项太
空模拟环境测试中表现优异，在科研人员的

团结合作和辛勤努力下，项目研制进度和产

品质量都得到了保证。“与已经在轨服务的
01星相比，02星实现更高分辨率，更灵活的

区域观测能力，可为天气预报员提供真彩色
的高分辨率地球摄像云图。同时，增强了水

汽和中短波的探测能力，可大幅度提高观测
对象的细微结构辨识度。”风云四号干涉式

大气垂直探测仪副主任设计师孙丽崴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2020年 4月 24日 20时 15分， 第五个

中国航天日的最后 4小时。 淘宝当红主播薇
娅的直播间里，出现了一个有些“违和”的面

孔。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张永合
研究员，带着“东方红一号”的模型，人生头一

遭走进了网络直播间：“废话不多说，卫星来捧
场。 ”哈，有没有一点“火星撞地球”的感觉？

一边是网红主播， 是追逐瞬时流量的

“带货”直播间；一边是浩渺宇宙，是要经年耐得
住寂寞的科学“冷板凳”。 两者似乎八竿子也打

不到一起。 若不是为了中国航天日这个特别的
日子， 若不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波折疫情让在线

直播各种“爆红”，成了眼下的“主流”传播方式，

若不是因为……恐怕科学家和淘宝主播之间很

难有“交集”。忍不住给这场前所未有的直播，添
加了很多注脚。然而，转念一想，未免有些多余。

谁说网络直播间里不能推广科学“涨姿势”呢？

这一次，不卖火箭，更不卖卫星。15分钟

的直播时间，160余万粉丝在线观看，难得看
到直播间的背景屏里播放的是卫星示意图，

聊起了卫星轨道、设计寿命、用途等等知识，

刷屏的都是“航天”字样。航天专家显然是希
望创新航天科普的方式。 是推广无疑了，推

广的是航天知识和航天精神，妥妥哒！

50年前的今天，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里的“旅客”们

头一回听到一首名叫《东方红》的曲子，以电

磁波的形式。

50年后的现在，网络直播间里征集到的

1000个愿望，可以通过“天智一号”软件定义
技术验证卫星，发送到太空。现在的卫星，可

以和手机一样灵活，一样生活化。 浩渺的宇
宙里，其实早已拥有很多聪明的软件，就像

手机上的 App。

这些，你全都知道吗？

你，常常仰望星空吗？ 科学家淡定地讲

解：“我们每晚看到的星光， 是千万年前、几
亿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间前发出的星光。 ”

初次 get这些“浪漫的知识”，主播薇娅

看起来也挺高兴。 要知道，直播的“航天段

落”开始前，她和搭档聊起航天，津津乐道的
还只是流星雨。

你，想成为宇航员或者把宇航员送入太
空的人吗？ 科学家带来直播间的小礼品“银

河补习班纳米尺” 背后印着这样的句子：永
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认输。 而我脑海中

映射出 12个字：弘扬航天精神，拥抱星辰大

海———这是今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

“宇宙永不停息地在延伸……我们遥远
的后代们安全地布列在太阳系或更远的许多

世界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外星人， 整个
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人类都来自地球。 ”卡尔·

萨根在著名的《暗淡蓝点》结尾如是写道。

星辰大海，人类继续远航。

宇宙的梦想，永远在直播。

宇宙的梦想，永远在直播 董纯蕾

“风云”团队打磨风云卫星独门技艺

给地球拍张写真照

新民随笔

■ 风云四号 02星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定标试验 上海技物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