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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最美故乡最美故乡

责任责任编辑编辑：：蔡燕芳蔡燕芳

责任编辑
蔡燕芳

5月15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这是我国
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又一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进展。记者了解到，在这项伟大的航天任务中，
有着来自汕头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控股上市公司中国卫星旗下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航宇卫星科技”）的科研团队贡献的一份力量。“航宇卫星
科技”科研团队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保障“天问一
号”落火成功？记者近日走访该企业进行了解。

发挥数字孪生技术优势
工作效率高可靠性强

“我们团队负责‘天问一号’测控三维态势可视化应用软
件建设，支持测控态势可视化工作。”在航宇卫星科技公司，
卫星数据应用事业部技术总监唐立才现场演示了团队利用
大数据技术研发的数字孪生可视化系统。地火转移、近火制
动、绕火机动、两器分离、EDL(进入、下降与着陆)、落火……

“天问一号”任务火星探测器在地火间运行的过程清晰地呈
现在眼前。

他介绍，除了为航天测控单位提供可视化系统，这一次
任务中团队还为飞控单位提供服务，负责“天问一号”地面遥
操作系统的在轨数据采集、遥测和图像数据处理、遥测数据
显示、三维任务规划验证应用软件建设，支持落火后的火星
车在轨操控任务规划验证。“火星车落火后正式进入飞控阶
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提供在轨遥测数
据的接收处理。通过运用多种算法，实现火星车模拟演练、
指令复核以及操作规划验证。”他说，团队接到指挥中心给出
的具体科学探测目标的需求后，会进一步分解为专业的计
算，来提供执行的操作规划以及提前预测，作为决策的依

据。比如，火星车将怎么前行，如何避障顺利到达目标点，怎
么实现数据传输等，任务可不可行？该怎么干？主要通过这
个任务规划验证系统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发挥技术和服务优势，切实提高了
测控和飞控工作效率和可靠性，特别是火星车任务综合规划
时间相较于传统方法缩短了 80%以上，并极大提高可靠性，
目前已成为飞控验证的核心手段。

地火通讯难度大
多措并举攻坚克难

“火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最远达到4亿公里左右，‘天问
一号’与后方指挥中心间一来一回的通讯时间需要二十多分
钟的时间。这么远的距离，在多路数据并发的情况下，数据
传输过程中如何保证数据完整性及系统的稳定性，是团队面
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卫星数据应用事业部技术经理
方超坦言，在地火大时延测控条件下，亟需一个快速响应的
机制和策略，才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执行。为此，团队采用
了一些特定的算法，为数据传输提供了有效的支撑。此外，
团队还采取了数据优选规则的设计。在“天问一号”的数据
接收过程中，对接收到的巡视器、环绕器传送数据的质量进
行判断，并通过算法筛选出最优数据，进而保障地面数据分
析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火星空间环境条件与地球不同，具有自身的昼夜变化、
光照温度变化规律，也为“天问一号”在火星空间环境下的操
作任务规划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火星的昼夜变化不同于地
球，我们需要通过精确计算来算出火星上的实时日照情况。
同时，还要根据具体任务执行的不同通讯条件、执行指令步
骤所需的能源条件、火星车电池余量及太阳翼输出功率等情

况，来综合考虑进行操作任务规划。”唐立才表示。

不断提升技术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航宇卫星科技公司多年来参与探月、空间站、北斗等国
家航天重点工程任务，在提供航天信息化、航天器地面软件
开发服务等方面积累沉淀了不少成熟的经验。“一开始只提
供数据处理、影像显示等服务，渐渐地，随着我们团队对航天
型号任务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型号任务方也向我
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唐立才说，本次为“天问一号”任务提供的
技术服务经过了三年多的规划设计，相比之前，数据处理的实
时性和完善性有了一定的提升。航天器孪生计算能力也进一
步加强，从行走控制、成像规划2个专业发展到包括星历计算、
测控计算、能源平衡计算、综合任务规划等共 6个专业。从

“只看不控”到实现“虚拟控制”，数字孪生的应用深度更深。
这些服务航天事业的成熟经验、先进科技能否进行合理

的推广运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唐立才说，数字孪
生完整技术能力和产品平台可为智能医疗、航天科普教育、
高端制造业等提供服务。

“人体和卫星非常相似，由很多系统、器官组成完成具备
某些方面的功能，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将虚拟人体和多模
态数据进行融合，让医疗技术向微观精准医疗方向发展；在
医院智能化建设方面，手术室、病房等都需要对各种医疗设
备、信息系统数据进行整合，实现智能医疗。”他表示，在航天
科普教育方面，可以应用孪生技术来培养学生的自主设计创
新能力，加强数理化能力方面的教育，培养科
学探索精神，增加课外阅读知识，对提高学生
的综合学习能力有很大帮助。 （蔡僖婕蔡僖婕））

汕头汕头市东海岸新城早已是游市东海岸新城早已是游
客必打卡之地客必打卡之地，，新建成的津湾新建成的津湾··东东
海岸公园更为这片滨海风光增添海岸公园更为这片滨海风光增添
无穷魅力无穷魅力。。随着各大园区的陆续随着各大园区的陆续
完工开放完工开放，，津湾津湾··东海岸公园吸引东海岸公园吸引
众多市民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观光游客前来游玩观光，，成成
为东海岸新城的新晋网红打卡为东海岸新城的新晋网红打卡
点点。。作为目前汕头面积最大的城作为目前汕头面积最大的城
市公园市公园，，津湾津湾··东海岸公园已成东海岸公园已成为为
东海东海岸新城新津片区重要的岸新城新津片区重要的““城城
市客市客厅厅””。。该公园总占地面积约该公园总占地面积约4242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主要分为主要分为““时间之环时间之环””

““时间溪谷时间溪谷”“”“梦想腾飞梦想腾飞”“”“拥抱未来拥抱未来””
四个园区四个园区，，建有休建有休闲广场闲广场、、公益公益性体性体
育场育场、、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据据
了解了解，，津湾津湾··东海岸公园使东东海岸公园使东海岸海岸
观光道与公园绿地紧密衔接观光道与公园绿地紧密衔接、、相相
互贯通互贯通、、融为一体融为一体，，成为新津片成为新津片
区最大的城市绿地区域区最大的城市绿地区域，，为城市为城市
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运动健身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运动健身、、
观赏游憩的绿地空间观赏游憩的绿地空间，，成为一个成为一个
集日常休闲健身集日常休闲健身、、周末周末休憩活动休憩活动
和传统教育和传统教育于一体的活力公园于一体的活力公园。。

（（柯晓柯晓、、李德鹏李德鹏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走出家门走出家门，，城市绿化环境日新月异城市绿化环境日新月异。。绿草如茵绿草如茵、、树木苍翠树木苍翠，，公园绿地公园绿地
绘就了一张美丽的绘就了一张美丽的““生态图生态图””。。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市品质大幅提升城市品质大幅提升，，
百姓的生活也更舒心百姓的生活也更舒心，，更美好更美好。。抬头即见的蓝天白云抬头即见的蓝天白云，，俯首可视的河畅俯首可视的河畅
水清水清，，天更蓝天更蓝，，水更清水更清，，路更绿路更绿，，城更美城更美，，汕头也更加怡人宜居汕头也更加怡人宜居。。

((方淦明方淦明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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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企汕企““航宇航宇””助力助力““天问一号天问一号””落火落火
为为““测控测控”“”“飞控飞控””提供技术服务提供技术服务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5月26日下午，第三届亚
青会汕头正大体育馆改造工程顺利通过竣工
验收，成为我市25个亚青会场馆建设项目中
第一个通过竣工验收的场馆，一座现代化、国
际标准的体育馆，在新津河畔完美呈现。

汕头正大体育馆建成于1999年，迄今已
有二十余年历史。作为汕头亚青会的羽毛球
比赛场馆，由省二建实施改造与建设，包括全
面升级改造现有体育馆、升级室外场地和新
建综合训练馆，并重新规划道路系统等。

走进全新亮相的正大体育馆，记者看到，主馆
外立面是极具现代感的铝板幕墙，场馆内部木
地板已升级更换，屋顶加固了钢结构；场内墙壁
加装了装饰板，不仅增强隔热效果，也更加美
观。场馆观众区包括主裁判员席位和嘉宾席
位，看台座椅统一采用橙黄色调，更显活力、热情
开放。灯光、LED显示屏等设施设备已安装到
位，整个场馆焕然一新，让人眼前一亮。

据介绍，主馆改造后观众座位约 3200
席，建筑物中央为比赛场地，南北两侧为观众

席，东西两侧除前面设部分观众席外，后面的
四层楼房为其他辅助用房，设置了多个功能
用房，满足赛事期间运动员准备、新闻采访、
体育展示、电视转播等不同功能需要。同时，
增加了国旗升降系统，满足比赛时举行颁奖
仪式的需求。

新建的综合训练馆与主馆相邻，高6层、
建筑面积达4700平方米，亚青会期间将作为
羽毛球比赛的配套热身训练场地和赛事运营
管理中心，日常则作为体育训练场地和各种办
公用房，具备储存器材、运动员宿舍、训练馆、办
公用房等功能。室外场地配套设施也进行了升
级完善，包括施划停车位、设置充电桩，对道路
系统进行重新规划，铺设沥青路面，设置东西
两侧出入口，保障进出交通顺畅。

从整体看，升级改造后的正大体育馆功
能布局分区明确，各功能联系紧密，两场馆及
室外场地整体形成“一主一副一片区”的空间
布局结构。通过记者航拍镜头俯瞰，整个场
地形成“两环”同心圆式的交通网络：“外环”
为主馆外围的环形道路，连接主副两馆以及
场地两个出入口；“内环”为主馆环形步道，为
观众的疏散及市民的健身运动提供场地。汕
头正大体育馆升级改造后，更好地展现汕头
市的体育精神风貌，满足国家及省市体育事
业建设的布局和要求。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后，下来将进入场馆测试和赛事准备阶段。

（蔡晓丹蔡晓丹陈史陈史摄影报道）

坐落新津河畔的正大体育馆改造完成坐落新津河畔的正大体育馆改造完成

汕头首个亚青场馆通过竣工验收汕头首个亚青场馆通过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