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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分 三 号 只 是 “ 高 分 家
族”的一员，作为高分三号的
兄弟，“大幅宽成像”的高分一
号卫星能4天看遍地球；高分二
号则将中国遥感卫星空间分辨
率带进“亚米时代”，能比高分
一号看得更清楚细致。高分二
号卫星投入使用后，与在轨运
行的高分一号卫星相互配合为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矿产资源
调查、城乡规划监测评价、交
通路网规划等行业应用提供服
务支撑。

2015年 6月和 9月，高分八
号 和 高 分 九 号 也 顺 利 发 射 升
空；2016年6月，我国首颗地球
同步轨道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
星高分四号正式投入使用。据
了解，截至 2016 年 7 月，高分
卫星数据已在 18 个行业、1800
多家单位得到广泛应用，各行
业累计使用数据近600万景。高
分 专 项 还 将 走 出 国 门 ， 助 力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高

分三号卫星总指挥兼总工程师
张庆君说：“高分三号卫星的发
射和应用，把我国‘高分’系
统建设由可见光、热红外、远
红外带入到微波辐射区，迎来
了 卫 星 微 波 遥 感 应 用 的 新 时
代。”我们有理由期待高分三号
携手“高分家族”为我们提供
更为快速、精准、有效的监测
数据。

未来，我国还将陆续发射
首 颗 民 用 高 光 谱 卫 星 高 分 五
号，替换高分一号的高分六号
以及首颗亚米级别的光学立体
测绘卫星高分七号。“高分家
族”将覆盖从全色、多光谱到
高光谱，从光学到雷达，从太阳
同步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等多
种类型，构成一个具有高空间分
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
辨率能力的对地观测系统。

本报电（崔馨月） 中科院近日发布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将围绕8个创新领域，力争实现60项重大突破。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该院“十三五”
规划，中科院围绕基础前沿交叉、先进材料、能源、生命与健
康、海洋、信息等八大创新领域，提出60项有望实现跨越发展
的重大突破和80项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点培育方向。

白春礼表示，“十三五”时期，中科院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基础上，重点抓好研究所分类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资源配置体系改革、科技评价机制改革等六方面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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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雅

8月 25日，高分三号卫星所拍摄的首批
高清“大片”向世人展示，包括北京首都机
场、福建厦门、天津港、洪泽湖等在内的8张
影像图，影像清晰，层次分明，信息丰富。

高分三号是我国首颗分辨率达到1米的C
频段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 （SAR） 成像卫星。
它的成功发射以及开机应用将显著提升我国对
地遥感观测能力，是高分专项工程实现时空协
调、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目标的重要基
础。那么，这位太空“神探”到底是何方神
圣？有了它，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下面我们就
走进它来一探究竟。

“上天入地下海”是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梦想。
自“墨子号”卫星成功“上天”后，中国自主研发
的万米级自主遥控潜水器“海斗”号紧跟着“下
海”。它是中国第一个下潜深度超过万米的水下机器
人，并于近日完成首次万米深渊考察，使得中国探
索万米深渊的梦想成为现实。那么“海斗”号到底
牛在哪呢？

“海斗”号个头不大：重 260 千克，长 850 毫
米，宽 400毫米，高 1200毫米。黄橘相间的颜色让
椭圆形状的“海斗”号看起来就像一颗“胶囊”，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虽然其貌不扬，但却在本次

科考实验中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累计下潜 7 次，其中有 5 次
是深度大于 8000米的深渊科考应
用，不断创造并刷新中国水下机
器人最大下潜深度和作业深度的
纪录，最大深度 10767 米，并成
功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坐
底式探测长达52分钟。

这种“压力”还来源于“海
斗”号本身，在万米以下的海
底，“海斗”号整机系统需要承受
约 110 兆帕的外界海水压力，从

外围的浮力材料到密封舱内部的承压
元器件以及动力推进系统，都是一个
极限压力的考验。这对于身材娇小的

“海斗”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海斗”
号利用补偿式承压密封原理，完全经
受住了海底万米深度的压力，实现了
整机系统在万米压力条件下的可靠有
效工作。

沈阳自动化所副研究员唐元贵
说，“科研人员在‘海斗’号上进行了一个局部的小
型干舱的设计和验证。所谓干舱就是采用的耐压壳
体在厚度和强度上做保障。无论是补偿的方式还是
干舱密封的方式都很好地经受了万米的考验。”

另外，“海斗”号是一款具有自主和遥控作业模
式的水下机器人。所谓自主就是有自己的判断能
力，可根据自己所搭载的传感器和设备来判断外界
的环境对它是否产生潜在的危险，假如有危险的
话，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应该有的自己的安全保
障，保护自己。

“海斗”号下潜深度突破万米并成功探测作业，
成功获得了 2条 9000米级 （9827和 9740米） 和 2条
万米级 （10310和10767米） 水柱的温盐深数据。这
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批万米温盐深剖面数据，为研究

海斗深渊水团特性的空间变化规律和深渊底层洋流空间变化规律和深渊底层洋流
结构结构，，以及万米载人潜水器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基以及万米载人潜水器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基
础资料础资料。。

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成功进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成功进行的两次万米
级下潜应用，使中国成为继日、美后第三个拥有研
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深潜
科考期开始进入万米时代。曼妙神秘的海底世界总
是让人心之向往，而利用无人潜水器探索未知的海
底世界成为科学家们一直以来倾力探索的领域。

“海斗”号万米深渊考察的成功，将带领中国科
学家进入一个神奇而又神秘的海洋世界。

在一张名为 《高分三号卫星武汉影
像》 的聚束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长江上一批船只正从武汉天兴洲两侧的
江面上驶过，船尾激起了一条条白色带
状的水流。这就是高分三号滑动聚束模
式的特点，能刻画出更多细节上的特性。

高分三号卫星于 8 月 10 日发射升
空，于 15 日首次开机成像并下传数据，
成为继高分一号、二号、四号等卫星在
轨工作之后，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的又一位“天眼”神探。这位“天
眼”神探上的天线有 15 米长，两个大

“翅膀”展开后，整个卫星的长度达 18
米，是我国第一颗大尺度、大翼展卫
星。如此设计是为了实现卫星功能性能
的需要，这个“大家伙”将在太空一展
它的看家本领。

和其他“高分兄弟”卫星相比，高
分三号是唯一一颗采用合成孔径雷达成
像的微波遥感卫星，不同于光学高分卫
星，它依靠微波，不受白天黑夜、雷雨
雪云的限制，可以全天候实施对地对海
的观测。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高分三号卫
星总工程师徐福祥介绍，这个卫星非常

适合灾难天气，比如地震、洪涝、台风
气象。过去因为国内没有专门 C 波段的
成像雷达，一旦出了问题，都是购买国
外图片。现在这颗卫星上去后，就能解
决国内自己的遥感图像。

这位太空“神探”的分辨率可以达
到 1 米，在世界上 C 频段、多极化卫星
中，它是分辨率最高的一个。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高分三号卫星系统总体主任设
计师刘杰对 1 米分辨率做了形象的描述：

“1 米分辨率主要是指我们描述物体细微
的程度，比如我们从太空中看，1米分辨
率在陆地上可以看到小汽车，而在海上
可以看到小游艇，达到这种程度。”

此外，它还具备 12 种成像模式，涵
盖传统的条带成像模式和扫描成像模
式，以及面向海洋应用的波成像模式和
全球观测成像模式，是世界上成像模式
最多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高分三号还
是一颗“长寿星”，其为我国首颗设计寿
命为 8 年的低轨遥感卫星。徐福祥表示，
高分三号可以为用户提供更长时间的观
测数据，进一步提升整个卫星系统的效
能。

根据国防科工局“凯歌要奏在
应用上”的要求，太空“神探”的
使命是服务领域广，服务质量好。
高分三号卫星将广泛服务于我国海
洋、减灾、水利及气象等十几个行
业，将为中国现代农业、防灾减
灾、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重要领
域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海洋
大国，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
方公里。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主
任、高分专项应用系统副总工程师
蒋兴伟说，高分三号全天时、全天
候、近实时的监视监测，对我国在
全球海洋政治、经济、交通、安
全、科研上的战略利益就显得至关
重要。例如，高分三号卫星可以获
取的海岛礁人工设施、海上船舶、
海上油气平台监视数据，为海洋权
益维护提供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支
持。

同时，我国自然灾害频发，高
分三号卫星作为我国卫星减灾应用
体系至关重要的补充之一，将有效

填补载荷类型、空间分辨率、时间
分辨率、极化性能等方面的空白，
尤其在洪涝、地震、滑坡泥石流、
冰凌、海冰、旱灾、雪灾、台风等
灾害领域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未
来，高分三号卫星对陆地强降水米
级分辨率的监测能够有效提高降水
的落区地理精度，针对性协助应对
小尺度极端天气的影响。同时它对
强降水区域形状和强度的识别，配
合地面河道走向等地理信息，将协
助评估洪涝等水患影响。

正是由于这位“天眼”神探微
波监测、高分辨率、多成像模式、
长寿命运行等特点，能满足不同用
户的观测需求，使得它具备了广阔
的应用前景。为了完成多种任务，

“天眼”神探的功率高达万瓦级，连
续成像时间达到近小时量级，从而
成为我国低地球轨道上开机时间最
长的大功率雷达成像卫星，极大提
高了卫星获取数据的能力，增强了
应用效能，是实实在在造福社会百
姓的“应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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