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哀謝/自然科学
■ 2022年 10月17日（星期一）

■ Monday, October 17, 2022BB44
Lt:Idr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
电（记者宋晨）10 月 13 日上
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丙
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成功将
5 米 S-SAR01 星（又名环境
减灾二号05卫星）顺利送入
预定轨道。这也是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首飞 40 周年纪
念日后执行的首次任务。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总
体主任设计师高家一介绍，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是中国
目前服役时间最长的运载火
箭。作为一名“金牌老将”，
其技术状态已经稳定成熟，
在此基础上，研制人员结合
这次任务进行了一些优化改
进。

“今年是长征二号丙运
载火箭高密度发射之年。”高
家一说，面对人员紧张以及
疫情影响等难题，研制团队
搭建起了前后方联通沟通平
台，部分人员留守后方，为前
方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兼顾

该型号后续发射任务的大量
设计工作，实现人力资源效
用最大化，更好保障高密度
任务如期推进。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第 443 次发射。后
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仍
将开启高密度发射旅程。

本次发射的环境减灾二
号 05 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五院东方红卫
星公司负责研制。国家航天
局负责环境减灾二号 05 卫

星工程管理、重大事项组织
协调、发射许可审批，国家航
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负
责工程大总体工作，应急管
理部、生态环境部等用户部
门负责各自应用系统建设和
运行。

环境减灾二号 05 卫星
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
年）》中的业务卫星。该卫星
运行于高度 500 公里、倾角
97.4 度的太阳同步轨道，采

用CAST2000平台，主要配置
S波段合成孔径雷达有效载
荷，可获取全球5米分辨率S
波段雷达图像数据，将广泛
服务于自然资源、水利、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地震等行
业，进一步满足相关领域中
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数据供
给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该卫星
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创新体
制，载荷核心性能指标得到
大幅提升，星上数据传输、图
像精度得到进一步优化。同
时，星上配备的应急数据处
理系统可实时生成指定区域
的图像、水域监测数据和溢
油检测数据，极大提高了防
灾救灾和环境保护的应急数
据时效性。

据悉，本次发射任务，中
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按分工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的
建设和运行，中国卫星发射
测控系统部负责发射场及测
控系统组织实施。

“金牌老将”再出发 长二丙成功发射5米S-SAR01星看点扫描 新华社阿布扎比10月 14日电 新华
社记者胡冠 为期6天的联合国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CG）第十六届大
会14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
比闭幕。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
师杨长风在参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开通服务两年多来，其稳定性和高精度
已得到充分验证。北斗系统应用前景十
分广阔，“北斗的应用只受到想象力的限
制”。

杨长风说，通过两年多的应用实测
确认，北斗三号系统在全球定位精度可
达 4 至 5 米，在亚太区域精度更优。目
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国土测绘、数
字施工、精准农业等诸多领域，在无人驾
驶、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应用稳步推
进。

杨长风指出，北斗三号系统开通服
务后，北斗系统特色功能短报文通信服
务容量在北斗二号基础上大幅提升，实
现了信息双向传输，并已在手机上应用，
在移动通信信号不能覆盖的区域可提供
短信服务，这使得北斗系统在紧急搜救
等领域大有可为。

北斗三号系统在全球首创突破了Ka
频段星间链路技术，使所有北斗卫星连
成一个大网。杨长风介绍，北斗系统的
星间链路技术就好比在卫星之间建立

“群聊”，保证北斗系统无需在全球各地
建立地面站即可实现全球高精度定位导
航。

谈到北斗系统应用未来的发展，杨
长风说，“十四五”期间，北斗规模应用要实现市场化、
产业化、国际化。国际化方面，北斗将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随船出海，逢路架桥”，为海外市场提供更多产品
和服务。目前，北斗已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
应用，以其较低成本、较高精度的特点成为中国向世界
提供的高科技、高性价比公共产品。

杨长风强调，建立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初心
是“服务全球、造福人类”。随着北斗系统在世界上得
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接纳，北斗正在为促进航天
领域国际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本届大会由阿联酋航天局主办。来自中国、美国、
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地的全球和区域卫星导航
系统供应商，意大利、阿联酋、澳大利亚、尼日利亚等
ICG 成员国，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等 ICG 准成员和观察
员，以及巴基斯坦、国际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等特邀
观察员就系统兼容与互操作、空间服务域、高精度应用
等世界卫星导航领域热门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磋商。
杨长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并就多项重要议题提出
中方解决方案。

新 华 社 洛 杉 矶 10 月
14 日电（记者谭晶晶）搭载
美欧 4 名宇航员的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
14 日返回地球，降落在美
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附近
海面。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近
6 个月后，“龙”飞船于美国
东部时间 14 日 12 时 05 分

（北京时间 15 日 0 时 05 分）
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
地球。美国东部时间 14 日
16 时 55 分（北京时间 15 日
4 时 55 分）,飞船降落于佛
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以
东的大西洋海面。

参 与 这 次 代 号
“Crew-4”航 天 任 务 的 4 名
宇航员分别是美国航天局

宇航员谢尔·林德格伦、鲍
勃·海因斯、杰茜卡·沃特
金斯和欧洲航天局宇航员
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
宇航员将他们搭乘的“龙”
飞船命名为“自由”号。

“自由”号于 4 月 27 日
凌晨由“猎鹰 9”火箭从佛
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将 4 名宇航员送

往国际空间站。此次任务
包括科学实验、技术展示和
空间站维护工作。

“龙”飞船是美国首艘
由私营企业建造的能运送
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载人
飞船，也是航天飞机之后
首个获美航天局认证的可
常规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
站的新型载人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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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14
日电（记者黄河）俄罗斯联合
造船集团网站 14 日发布消
息说，俄 22220 型核动力破
冰船“乌拉尔”号当天驶离俄
波罗的海造船厂的舾装码
头，开始海上试航。

接下来的 3 周，测试团

队将检查“乌拉尔”号的机械
和设备运行情况，包括检测
蒸汽涡轮机组、船舶电力推
进系统、轴线和甲板装置的
运行等。此外，海试任务还
包括检验核动力破冰船的导
航和通信系统功能等。

俄 22220 型核动力破冰

船是当前世界上动力最强的
破冰船，其主要任务是开发
北方海路的运输潜力。“乌拉
尔”号是波罗的海造船厂建
造的第三艘 22220 型核动力
破冰船，预计将于今年年底
交付。

俄罗斯前两艘 22220 型

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和
“西伯利亚”号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和 2021 年 12 月正式
交付。除“北极”号、“西伯利
亚”号和“乌拉尔”号外，俄还
有两艘该型核动力破冰船在
建，分别为“雅库特”号和“楚
科奇”号。

俄罗斯“乌拉尔”号核动力破冰船开始海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