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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故事
         

隆冬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星载高光谱成像实验室”，却是一番热
闹景象。新春佳节快到了，这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团队近日获得了    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学成就奖。
在距离地球   公里之远，有这么只比“火眼金睛”更厉害的“眼睛”，

眨眼间会扫过地球数十公里，“看清”的东西相当于   台传统相机、
    台传统光谱仪。它探测甲烷排放的本事“冠绝同类”，被国际同行认
为是“天基甲烷探测的极限”。

这是个更漫长的、从零起步的故事。二十年磨一剑，出鞘必惊人。穿
过风淋房，记者跟随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刘银年研究员，走进
了一间更像是“黑箱”的实验室。听着他的讲述，仿佛穿梭到千里之外的
卫星上，“瞪大了眼睛”，望向地球。

昨天举行的2024上海市医学会胎儿与宫

内儿科医学专科分会学术年会上传出消息，

为了填补产科和儿科之间的学科缺口，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已筹建国内首

家胎儿医院，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胎儿医学”

与“宫内儿科学”深度融合，为妇幼健康事业

开拓出全新的发展格局。

“胎儿医学是产科的2.0版，宫内儿科学

是儿科的2.0版，筹建胎儿医院是进一步发挥

新华医院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进一步聚焦从

受精卵至出生后两岁的生命早期健康，推动

产科儿科学科发展与融合，开展胎儿疾病的

多学科诊断、治疗与研究，率先建立‘胎儿-新

生儿-儿童’序贯诊疗的原创性中国方案。”中

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新华医院院长、

新华医院胎儿医院院长孙锟教授表示。

基于“胎儿也是病人”的理念，国内胎儿医

学正式作为产科亚学科发展的建议及临床实践

起源于上海。2009年11月，由在国外接受过正

规母胎医学临床专科受训的孙路明教授开设了

国内第一个专门为胎儿看病的门诊——“胎儿

医学一站式门诊”；2010年2月，产科著名专家

段涛教授第一次明确提出将产科分为3个亚专

科：普通产科、母体医学、胎儿医学，为胎儿医学

在国内合法合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宫内儿科学则是由上海新华医院基于儿

科学的发展提出并创设的一门新兴学科，专

注于起源于宫内的儿科疾病，包括所有胎儿

结构、生长发育异常和先天性器官功能缺

陷。2021年孙锟院长在全球首次提出“宫内

儿科学”概念，以发育源性疾病防治为目的，

重点关注从受精卵开始序贯至围生期乃至全

生命周期的胎儿疾病早期预防、筛查、诊断及

治疗，标志着儿科疾病的诊治平台进一步前

移至胎儿期。

虽然，产科和儿科虽都关注胎儿健康，但

学科间存在一定壁垒，限制了胎儿疾病诊疗

的全面性与精准性。新华医院院长孙锟教授

说：“我们很早就洞察到这一问题，2015年率

先开展生命早期千天计划，2018年启动宫内

心脏治疗，后续又建立了宫内儿科疾病诊治

中心及其覆盖全国的网络。2024年，新华医

院积极布局，引进了国内胎儿医学领域的领

军人物孙路明教授，正式筹建国内首家胎儿

医院，为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创造了

关键条件。”

新华医院胎儿医院主体是由产科、产前

诊断中心，以及胎儿医学与宫内儿科疾病诊

治中心构成，辅助以医院新生儿科、生殖医学

中心、成人学科、儿科及平台学科，构成对胎

儿疾病防筛诊治的学科体系。

产科和儿科纷纷跨前一步，到底能不能

实现1+1＞2呢？

“胎儿医学医生是患病胎儿的首诊医生及

全科医生，而宫内儿科医生则是在胎儿平台

上，对患病胎儿进行诊治的专科医生。”孙路明

教授透露，面临母体及胎儿两个“病人”，无论

是胎儿医学还是宫内儿科学的发展，都迫切需

要消除学科间、院际间的壁垒，以“母体安全第

一，胎儿也是病人”的核心理念为导向，构建

“一站式、序贯诊治”的临床诊疗新模式。

入职新华医院仅3个月，孙锟院长与新华

医院胎儿医院执行院长孙路明教授协力将胎

儿医学与宫内儿科的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孙路明教授迅速开展工作，建立胎儿医学

专病门诊，已接诊“胎儿异常”300余人次。同

时，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打造多学科诊治

平台，实现产科、儿科、影像科、遗传科等多学

科的深度协作。这一平台打破了传统诊疗模

式的局限，从胎儿疾病的筛查、诊断，到宫内干

预、产后治疗及长期随访，构建起全生命周期

管理体系，真正做到为胎儿健康保驾护航。

在推动学科融合方面，孙路明教授还积

极引进胎儿宫内治疗新技术，如胎儿镜下胎

盘吻合血管电凝术、射频消融减胎术、胎儿宫

内输血术及KCl减胎术等。这些先进技术的

落地应用，显著提升了医院对复杂胎儿疾病

的治疗能力。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记者 郜阳

胎儿医学与宫内儿科学深度融合

新华医院筹建国内首家胎儿医院

■ 刘银年研究员（右）在实验室和团队同事交流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起步落后但敢于“后来居上”
故事的开头，挺“俗套”——世纪交替之际，美

国发射了世界首颗对地遥感高光谱卫星，向全世

界宣告迈入了空间光谱遥感时代。

太空里，“张望”着一只可以对地球任意区域

物质做成分扫描的“眼睛”，中国遥感人的使命被

深深触动了。刘银年开玩笑地说，要想“保护地

球”，首先要“认识地球”。

多年研究后，我国提出了“两宽五高”的自主

技术指标，即宽谱、宽幅；高光谱、高空间、高辐射

分辨率、高灵敏和高精准测量。

彼时，这被认为有些“异想天开”——指标大

幅高于国外同期设备，但相关技术的起步落后国

外整整十年。30岁刚出头的刘银年却是“初生牛

犊不怕虎”，“因为，高光谱确实好用，是‘利器’，本

身技术要求就不会低。美国当年发射的高光谱卫

星幅宽窄、信噪比低，应用效果大打折扣；我们的

标准很明确，就是必须好用！”

现今，“两宽五高”已成为星载高光谱成像技

术的“国际共识”。可二十年前，压根没有成熟的

路径可以借鉴，一切都得靠刘银年带领的年轻队

伍“摸着石头过河”。

模仿跟踪国外的模式，成为了过去式；这回，

要打造自主的指标体系，大伙儿干劲十足。

研制过程形成4万多份图纸
可光有干劲，解决不了科学问题。

“人的眼睛，很难同时看全景和细节。”刘银年

打比方解释，传统技术路线里，在超过人眼5倍多

的宽光谱范围内，很难兼顾几百个纳米级光谱通

道的高灵敏响应……

“还有，传统技术普遍存在集光能力越强、光

谱和空间覆盖越大，畸变和远心度越差的不足。”

刘银年补充说。

困难曲折，用无穷无尽来形容，毫不夸张。突

破原理之后，团队还得将想法“落地”成产品，慢慢

地，大家积累起一整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光

谱成像关键新方法、新结构、新部件。

“那会儿，仅是一个‘拧螺丝’技术工艺的摸

索，就耗费了团队光机人员一年多的时间。”刘银

年回忆，“坐冷板凳”的那十来年，整个研究形成了

5000多份技术报告和4万多份图纸——全部排

开，足足有数十米。

光做出产品，还不够！它们都要跟着卫星上

天，得将它们变成“万无一失”的航天产品。相机

力学、热真空、热平衡、真空定标……高光谱“慧

眼”通过了一项项堪称严苛的考试，拿到了“毕业

证书”。

2018年5月，当这台高光谱相机随高分五号

卫星升空投入运行后，被国际上该领域排名首位

的期刊主编、美国航空航天局“SNOOPI”计划负责

人评价为“顶尖仪器”“性能卓越”。

看得更清说得更有底气
卫星发射以后，装载的宽谱宽幅高光谱相机

在距地700多公里的太空，以每秒7公里的速度扫

过宽幅达60公里的地面，获取的数据相当于330

台传统相机、2000台传统光谱仪的能力。

矿产资源调查，是高光谱相机的重大使命之

一。过去我国地质勘察多依赖国外多光谱卫星数

据，只能对岩石类型进行区分。相比之下，有了自

己的“慧眼”，谱段数由国外卫星的区区几个提升

到了330个。利用这些数据，我国地质工作人员已

完成全国陆域矿物填图——不仅包含了10余种基

本的大类矿物，还能实现40余种矿物组合亚类的

识别，相比过去提升了近五倍，并在西部地区得到

实地验证，准确率达90%以上！

碳盘点是我国实现“碳达峰”和国际上气候变

化根源监测的重点，掌握碳排放点源的位置和排

放量是其核心，其中甲烷排放更是重中之重。空

气中的甲烷都是从哪儿排出来的，排放量是多少，

以往国际上没有权威卫星监测数据，各国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

利用高分五号高光谱相机数据，国际上多家

科研团队联合在美国二叠纪盆地开展甲烷排放监

测研究工作，探测精度达到63ppb（十亿分之一），

比国外最新高光谱相机高出一倍，相当于700公里

之外“看清楚”一个液化气罐具体排放的情况！中

国的这台相机也被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评价为“下

一代甲烷监测的代表性仪器”。

“这标志着我国掌握了完全自主卫星数据、

自主应用反演方法的星载甲烷排放监测手段。”

刘银年自豪地表示，这同样也成为我国在气候

博弈中掌握话语权的关键破局点。第28届、29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星载高光谱技术在

服务全球碳排放监测方面的重大作用得到了世

界瞩目。

领先不意味着可以“躺平”
“为什么重点要讲‘看’矿藏和甲烷？”

面对记者的疑惑，刘银年的回答言简意赅：重

要。“高光谱相机能做的其实很多，它能看水的富

营养化，看土壤里的有机质，看植被是否健康。”他

补充说。

事实上，在首台高光谱相机上天后，团队又不

断改进技术，后续又有四台相机搭载到资源系列

和高五系列卫星上，在太空实现在轨组网观测。

现在，它们每过一周，就能完成一次对我国全境的

扫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技术涉及面广，且未得到

在轨运行验证，在载荷2018年升空之前，团队基本

上没有更多时间去琢磨发表论文的事情，隐姓埋

名做着惊天动地的事。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不会因为没发文章，就

没有地位。只要你踏踏实实干事，你就能获得大

家的尊重。”刘银年告诉记者。他自嘲，自己是

“711研究员”，每每晚上11点多下班回家，便会心

生感慨而又有一种欣慰：自己的科研生命，或许已

“活到”100岁了。

实验室团队还“牵手”上海航天有关单位，面

向“商业航天行动计划”，承接国际商业项目，“我

们可以用遥感大数据赋能星网，将由此产生的新

手段、新应用深入各行各业”。

做到国际领先，并不意味着可以“躺平”。身

后的追赶者提醒团队，科学研究没有尽头。实验

室里，摆放着正在研制的新一代高光谱相机，它的

颜色看得更细，在成像状态下可以达到0.1纳米！

同时，团队还在研发颜色范围更宽、观测距离更远

的星载高光谱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