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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突出传
统文化教育，深入挖掘当地剪纸、面塑等非遗
资源，组织开办“巧手剪纸颂廉洁”“海州清
官”等系列非遗文化体验课，让人们在非遗作
品的欣赏和创作中，领悟廉洁文化。

图为当地近日举行的非遗文化体验课上，一
名学生跟着老师体验、学习剪纸。

郑海英摄

李德仁：1939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测绘遥感学家、中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的开创者之一。他1963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
测量系，1985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博士
学位，历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系主任、校长，武汉大学
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现任教育部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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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国家不强大，个
人生活即使再好也会被人瞧
不起”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是测绘
遥感事业生动而精准的写照。作为人
类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
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
性、先导性的支撑。

我国有着广阔的疆域、多样的地
形地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近
40 年前，李德仁学成回国时，受测
绘遥感科技水平制约，中国人对这些
地理信息知之甚少，更别说利用这座

“富矿”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了。
留学期间，李德仁已经在国际测

绘学界崭露头角：他在 1982 年提出
的处理系统误差的方法，被学界称为

“李德仁方法”；1985 年，他在自己
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解决了误差可区分
性这一测量学领域的“百年难题”。
他的老师同学中不少人都知道：“中
国有个王之卓，20 世纪 30 年代在德
国拿了航测博士学位，现在又出了一
个很厉害的中国人，他叫李德仁，是
王之卓的学生。”

虽然收到国外多家科研机构的工
作邀请，但是心系祖国的李德仁一一
婉拒，“自己国家不强大，个人生活
即使再好也会被人瞧不起”。1985年
2 月底，他取得博士学位，3 月初就
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上，这里
也是他的母校。

武汉测绘学院 （后更名为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2000 年并入武汉大学）
的 前 身 —— 武 汉 测 量 制 图 学 院 是
1955年由国内5所院校的测量专业集
中创建的，汇集了我国大部分测绘专
家和师资力量。由于种种原因，上世
纪80年代，国内测绘遥感学科面临基
础差、底子薄，人才“断档”等问题。

李德仁回国任教后，第一件事就
是编写教材。他把摄影测量分为基
础、解析和数字三方面，和夫人朱宜
萱合写 《基础摄影测量学》，与郑肇
葆合写 《解析摄影测量学》，请张祖
勋写了 《数字摄影测量学》，又依据
自己的博士论文编写了《误差处理与
可靠性理论》 ——后来作为研究生
教材。

测绘遥感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
科，尤其一些人迹罕至地区的基础测
绘工作，更是实践中难啃的“硬骨
头”。李德仁接到任务后，创新性地
提出“把 GNSS （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 放到飞机上”，运用“GNSS 空
中三角测量”技术并很快完成了无需
地面控制点的测图任务。

李德仁不仅提出了全套理论，还
指导博士生编写了软件，有效解决了
困难和危险地区测图的技术难题，后
来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我们做测绘遥感的
人，始终要坚持自主创新”

建立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
系，离不开遥感卫星。本世纪初，我
国遥感卫星核心元器件受限、软件受
控，严重制约了国产遥感卫星的发展
和应用。

“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想的是用
一流的数学模型把硬件上的差距补回
来”。李德仁主持设计论证了我国第
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系
统参数，建立了卫星遥感影像的高精
度几何处理技术体系，大幅提高了卫
星遥感影像的自主定位精度。

李德仁带领团队主持设计并建立

了卫星地面定标场，通过地面高精度
定标场和大规模区域网平差等方法，
将“资源三号”卫星影像无地面控制
点的定位精度从 300 多米提高到 3 至
5米，完成9000多万平方千米的全球
1∶5 万测图，开创了国产卫星高精
度测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新阶段。

2003 年，为进一步扭转我国高
分辨率遥感数据长期依赖进口的局
面，李德仁作为牵头人，联合多位院
士专家向国家有关方面提出建议：“要
把中国的卫星分辨率从原来的 5 米、
10 米，提高到亚米级。”2006 年，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即高分专
项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2010
年全面启动实施。

“我们做测绘遥感的人，始终要
坚持自主创新”。李德仁带领团队研
制了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地面处理系
统。经过10年的建设，“高分”系统
实现了我国遥感卫星系统的自主可
控，相关成果有力推动了新一代国家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航天产业
发展做了技术、人才上的储备。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快发
展，测绘遥感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耦合
协同效应不断增强，与经济社会联系
日益紧密。“紧跟学科前沿，不停歇
地做中国人自己的产品”，成为李德
仁的又一个目标。多年来，他领导研
制的“吉奥之星”地理信息系统软
件、3S 移动测量系统等高科技产
品，不仅实现了技术国产化，还成功
走向市场，在相关领域孵化出极具竞
争力的企业。

近年来，李德仁带领团队积极开
展“通导遥”一体化天基信息实时服
务系统关键技术攻关和试验卫星研
制，他组织国内多所高校与航天企业
协同攻关，研制发射了 4 颗“珞珈”
系列卫星。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项目
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我们要努力
实现测绘遥感更高水平的智能化，推
动天上的通信、导航、遥感卫星一体
化组网，让天上有对地观测的‘慧
眼’和‘大脑’，让空天信息更好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李德仁说，“要做
有组织、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在更加
完备的产学研链条上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
要把教育办好，把科技搞上
去，还要把人才培养好，这
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一生投身测绘遥感事业，既出于
对事业的孜孜追求，也源自对脚下这
片土地的热爱。

2014 年，李德仁和夫人朱宜萱
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参加学术活动，
被当地干部群众治沙造林的精神感
染。此后 10 年间，他们发起义务植
树志愿者活动，19 批志愿者积极投
身植树造林工程，在沙漠上种下了数
万株苗木。

“我们让学生每年做一次麦盖提
县的遥感图，能够真切地观察、感受
到随着植树面积增长，当地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朱宜萱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龚健雅
院士在做中国的数字地球模型、国产
地理信息系统；杨必胜三维建模做得
很好，他用无人机做碳排放、碳吸收
的研究非常精准；我还有个研究生正
在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在大量的遥感
数据中自动解译目标……”讲起自己
学 生 手 头 上 的 工 作 ， 李 德 仁 如 数

家珍。
在所有工作中，李德仁最看重的

身份是教师，最看重的事情是上课。
《测绘学概论》这门课是始自1997年
9 月、面向本科新生的基础课，7 位
院士先后加入教学团队，一讲就是
20多年。

在学生们眼中，李德仁最会“卖
关子”：“把摄像机放到飞机上进行测
量，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放到卫星
上呢？”提问渐次深入，课堂上不时
有人“交头接耳”。见课堂氛围活跃
起来，他便顺势引入讲课重点：“学
问就藏在我们今天的讲授里，请看摄
影测量……”李德仁用渊博的知识、
开阔的眼界、对学科专业的深刻见
解，激发着一代代学子对测绘遥感事
业的热爱。

2022 年，在李德仁的推动下，
武汉大学联合国内十多所高校共同论
证遥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建设，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目前，
全国已有300多所大学开设了测绘遥
感地理信息专业。

“虽然年纪大了，还可以把握方
向、提出问题、出好‘卷子’。真正
干活要靠年轻人，他们在研究上超过
我们，我们要高兴。”李德仁说，“作
为高校教师，我们要把教育办好，把
科技搞上去，还要把人才培养好，这
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本文配图均由武汉大学提供）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
——记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
上，中国科协发布2024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

据悉，在今年的征集活动中，中国科协有关方面共收到 102 家全国学
会、学会联合体、企业科协和高校科协推荐的597个问题难题，涵盖数理化
基础科学、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
能源、空天科技、农业科技、生命健康等十大领域。中国科协进一步广泛
动员，号召一批知名院士专家和国际组织参与问题难题凝练推荐。129位专
家经过初选、终选等环节，严格评议把关，最终选出十大前沿科学问题、
十大工程技术难题和十大产业技术问题。

中国科协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对科技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
的认识，持续关注发布的问题难题，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聚焦问题难题集
智攻关，专精覃思、寻求突破，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汇聚强大科技力量，不
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中国科协发布2024重大科学问题、
工程技术难题、产业技术问题

2024年2月3日，“东方慧眼高分01星”通过捷龙
三号遥三运载火箭在广东阳江海域成功发射。这颗运
行在距地52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的卫星，搭载高分辨
率推扫相机、全自主化在轨智能处理终端，集成北斗
短报文和星间实时传输终端，具备在轨实时生成与分
析功能，能够有效提升用户获取遥感信息的速率。

这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的业务首发星，
也是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智能遥感卫星系统的一
次重要实践。“我们希望到2030年，‘东方慧眼’建成
200多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雷达卫星、高光谱卫星的
智能星座。”担任这颗卫星首席科学家的李德仁，向着

“看得快、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全、看得懂”的目
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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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李德仁（左二）随测绘院士考察团到中国南极长城站考察。

▲2002年10月，李德仁 （左） 在三峡大坝建设工地。

据新华社西安电（李国利、杨吉）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魏炳波团队在
中国空间站开展的高性能难熔合金研究，近期成功获取难熔合金熔体的关
键热物理性质，在空间凝固制备方面取得多项科学新发现，为我国空间材
料科学理论研究、新型高性能的难熔合金材料制备等提供了重要基础，相
关成果已发表于《先进材料》等国际学术期刊。

高性能难熔合金是特种稀有金属材料，具有“超高温、高活性”等特
征，但地面环境中的难熔合金研究长期受重力、容器等条件制约，难熔合
金液态性质的精确测定与快速凝固合成制备存在困难。

2021年4月29日，无容器材料实验柜随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中国科学
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应用发展中心主任张伟说：“实验柜利用静电场所提
供的电场力，使材料样品在真空环境中保持稳定悬浮状态，避免与容器壁接
触的影响，可进行金属、非金属等无容器深过冷凝固和热物理性研究。”

自2021年4月以来，魏炳波团队制备的10余种数百个高性能难熔合金
样品，先后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实验柜进行6批次在轨实验，成功完成
难熔合金微重力条件下的静电悬浮、加热熔化、降温、过冷、凝固、热物
理性质测定等重要实验。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新成果，主要包括发现了微重力液滴凝固的涡旋型
特殊组织结构，阐明了微重力凝固收缩的动力学规律，揭示了微重力和无
容器共同作用下共晶合金解耦生长的内在机理，实现了太空环境凝固合金
的微观组织与宏观形态的双调控等。”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王海鹏说。

中国空间站高性能难熔合金研究
取得多项科学新发现

十大前沿科学问题：
①情智兼备数字人与机器人的研究
②以电-氢-碳耦合方式协同推进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煤电绿色转型
③对多介质环境中新污染物进行识别、溯源和健康风险管控
④作物高光效的生物学基础
⑤多尺度非平衡流动的输运机理
⑥实现氨氢融合燃料零碳大功率内燃机高效燃烧与近零排放控制
⑦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⑧通过耦合与杂化实现柔性材料的功能涌现
⑨人类表型组微观与整体的复杂关联及其机制解密
⑩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因素与免疫疗法的互作及机制研究

十大工程技术难题：
①工业母机精度保持性的快速测评
②大尺寸半导体硅单晶品质管控理论与技术
③高地震烈度区复杂地质条件下高拱坝的安全可靠性研究
④冰巨星及其卫星就位探测飞行器技术研究
⑤介科学支撑多相反应器从实验室到工业规模的一步放大
⑥深远海海上综合能源岛建设关键问题研究
⑦空间多维组学引航下一代分子病理诊断革新
⑧基础设施领域自主工程设计软件问题
⑨以高通量多模态的方式实现脑机交互
⑩通过高效温和活化转化及大规模利用二氧化碳实现生态碳平衡

十大产业技术问题：
①通过精准化学实现药物和功能材料的绿色制造
②采用清洁能源实现低成本低碳炼铁
③云网融合技术在卫星互联网中的应用
④基于数字技术的碳排放监测方法研究
⑤自主可控高性能GPU芯片开发
⑥饲料原料豆粕玉米替代的产业化关键技术突破
⑦构建珍稀濒危中药材的繁育技术体系及其可持续开发利用
⑧高端芯片制程受限背景下实现高速大容量光传输技术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
⑨应用AI眼底血管健康技术促进相关代谢疾病分级诊疗
⑩基于CTCS的市域铁路移动闭塞系统的突破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