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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星飞天 接续拓展

接待本报记者采访的是长光卫星
宣传负责人张宜坤，他中等身材，看
起来二十六七岁光景，沉稳而干练。
在张宜坤引导下，本报记者走入楼
内，一踏进一楼宽阔的大厅，就被左
侧陈列的数个卫星模型吸引住了，走
近前仔细端详，可以看到1颗硕大的
主星被置于圆锥体底座的顶端，3颗
小卫星模型则被均匀安放于圆锥体腰
部位置；卫星模型后面的墙壁上方，
是深蓝色字体的标语“立足航天信息
产业，服务全球70亿人。”

“这些是吉林一号首发星的等比
例模型。2015 年 10 月 7 日，长光卫
星研制的 4 颗遥感卫星成功发射入
轨，由此开启了吉林一号星座建设征
程，正式拉开了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
序幕。它们的模型被单独陈列在大厅
里，突显其成功飞天具有里程碑意
义。墙上的标语表达了长光卫星的雄
心 壮 志 ， 体 现 了 我 们 的 使 命 和 愿
景。”张宜坤介绍。

穿过大厅，乘电梯来到三楼，如约
见到长光卫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贾
宏光。“吉林一号已实现‘百星飞天’的
阶段性目标，建成了目前国际上最大
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谈及吉
林一号最新发展成就，贾宏光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据测算，吉林一号星座
具备对全球任意地点每天 35—37 次
重访的能力，可为农业、林业、气象、海
洋、资源、环保、城市建设等提供更丰
富的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对数字中
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长光卫星是中国第一家集卫星研
发制造、运营管理和遥感信息服务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商业遥感卫星公司，
也是东北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
作为长光卫星高管之一，贾宏光见证
并参与了该公司几乎全部发展历程，
对其中重大事件特别是标志性成就如
数家珍。他介绍说，长光卫星是从“中
国光学摇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光机
所） 里走出的企业，时任所长宣明不
满足于仅为载人航天工程等重大国家
工程项目研制光学载荷，从 2005 年
开始，组建团队开展卫星整星研制技
术攻关。

2014 年 12 月，在相关政策支持
下，吉林省政府、长春光机所、社会
资本及技术骨干等共同出资组建了长
光卫星，宣明担任公司董事长。在此
约 10 个月之后，长光卫星自主研发
的吉林一号首发4颗星搭乘同一发火
箭成功飞天入轨并组网。在此后约8
年间，通过 20 多次发射，尤其是
2020 年 9 月的“1 箭 9 星”海上发射
和近日“1箭41星”发射，吉林一号
加速组网，性能和服务日益提升。

贾宏光强调，宣明作为创始人和
董事长，始终是公司领军人物。他
说，多年来，宣明董事长制定公司重
大发展战略，组织并率领研发团队先
后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其中
包括星载一体化整星设计制造技术、
先进光电成像技术、超大规模星座智
能运管技术、遥感影像快速自动化生
产技术、海量遥感大数据智能解译技
术等，实现了公司卫星技术的重大飞
跃，把卫星的形成过程由“研发型”
发展为“批量化制造型”，大幅降低
了成本，提升了性能和服务能力。

关于吉林一号未来发展，贾宏光
表示，长光卫星将持续投入该星座建
设，预计到今年底前实现138颗卫星
在轨，具备对全球任意点在10分钟内
实现重访的能力；到2025年底前，在
轨卫星数量将增至300颗。公司还计
划进一步把业务拓展至火箭研制领
域，以破解中国商业航天面临的发射
能力不足的“瓶颈”。

卫星迭代 降本增效

钟兴是长光卫星副总经理、卫星
总设计师。早在 2006 年还在长春光
机所攻读光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时，
他就开始参与卫星研制技术攻关。长

光卫星成立后，钟兴出任卫星总设计
师，时年 32 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卫
星总师之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他讲述了该公司研制卫星的历程
尤其是推进卫星迭代的轨迹。他说：

“我们已经把卫星演进到第四代，单星
的重量从第一代的400多公斤大幅减
至 40 多公斤，甚至最低 20 多公斤，造
价从 8000 多万元降至 800 多万元，并
且仍能保持甚至优于前代的性能指
标。”

“以载荷为核心设计整星”是长光
卫星第一代星的鲜明特点，对此，钟兴
解释说，传统卫星的设计理念是“平
台+载荷”，两者彼此独立、界限分
明。同时，平台是整星的主体，载荷要
根据平台的特点进行设计和调整，导
致有效载荷比即载荷占整星的重量比
很低。“以载荷为核心设计整星”就是
把载荷作为卫星的主角，平台服务载
荷，围绕载荷来设计，可以把有效载荷
比显著提升到20%。比如，吉林一号4
颗首发星中的“光学 A 星”就是“以载
荷为核心设计整星”，其拍摄精度为亚
米级，重量为420公斤，而同等性能的
传统卫星重量动辄1吨多，甚至2吨。

钟兴把长光卫星第二代星的特点
概括为“星载一体化”，即平台和载
荷融为一体，有效载荷比提升至30%
左右，代表作是吉林一号视频星系
列，重量大幅减轻，造价降至第一代
的一半。钟兴进一步从多维度对“星
载一体化”进行阐释。一是结构一体
化。平台和载荷“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界限进一步被打破。二是热控
一体化。对平台和载荷的各部分产生
的热量情况，根据各部分的特点和需
求，统筹谋划、科学搭配，既达到温
控目标，保障卫星在轨正常工作，又
大幅降低了卫星能耗。三是测试一体
化。长光卫星研发了一套具有通用性
质的卫星测试装备系统，让整星按给
定的“剧本”自动走完测试流程，变
革了传统上利用定制装备对卫星各分
系统逐个测试的模式，实现降本增
效。在近日完成的“1箭41星”任务过
程中，这套系统为保障卫星测试进度
和测试效果，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吉林一号高分04星，长光
卫星第三代星的典型代表，其实就是
一架能够飞天的相机。去平台化是其
最突出的特点。”钟兴指着面前茶几
上的一个微缩卫星模型介绍，“太阳
能板和所有单机全集成在相机上，相
机的造型和体积完全决定了卫星的外
观和尺寸。”去平台化不仅使卫星成
本继续大幅降至第一代卫星的十分之
一，而且定位精度更高、数据获取和
传输能力更强。

在近日发射的吉林一号卫星中，
高分05A星 （霍尔果斯一号） 肩负特
殊使命。作为长光卫星第四代星的验
证星，它将开展一系列技术试验。钟
兴介绍，该星按照完全中心化的思路
研制，集成度更高，特别是配备多核
的超强计算中心，取消了所有单机的
计算单元，进一步降低成本、体积和
重量。此外，第四代星还应用了星地
激光数传技术并于近日成功开展了星
地激光高速通信试验，有助于解决星
地通信“瓶颈”问题。

精心设计 精彩展示

了解完长光卫星四代卫星的特点
和演进历程后，本报记者随钟兴和张
宜坤来到大楼内航天科普展区。据张
宜坤介绍，此楼名为吉星楼，整体呈南
北走向的“王”字型，科普展区位于中
间“横”、北端“横”及两者之间的“竖”
组成的“工”字型的二层，利用约 5 米
宽的走廊建设而成。一到展区入口，
即可看到走廊两侧摆放着各种形状、
大大小小的卫星模型，每个基座上写
着其代表的卫星名字。钟兴引导记者
走近前，结合模型所代表的卫星的设
计外观和功能，介绍其体现的卫星代
际特征、性能指标并做出横向和纵向
比较。

让本报记者颇感意外的是，在科
普展区，透过明净的全封闭的大玻璃
窗，可俯视卫星作业车间，其中的布
置陈设、装备、人员现场操作一收眼

底。为了帮助参观者更好了解相关知
识，大玻璃窗旁边的墙壁上，还张贴
着关于该车间所涉工序的具体介绍和
讲解，有的还配多幅高清流程图。

科普展区尽头是一幅巨型高清遥
感卫星图，不仅铺满了地面而且延伸
到一整面墙壁的顶端，足有400平方
米。张宜坤介绍，这是长春市区遥感
图的一部分，是吉林一号宽幅 01 星
的杰作。“很多本市参观者来此打
卡，在图上寻找所住在的小区的位
置，或者定位自己的学校、工作单位
等 。 大 家 兴 致 盎 然 ，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张宜坤说。

从展区出来即是北大厅，阳光从
高约20米的顶部玻璃天窗倾泻而下，
在地面投下“三叶草”的光影。3颗卫
星的模型呈“一”字悬挂在大厅上
方。透过宽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
外面的建筑工地，那是长光卫星大楼
二期工程施工现场。

参观展区后，本报记者下到一
层，穿上洁净服和鞋套，戴上洁净
帽，通过吹风除尘隔间，进入卫星光
学镜片打磨区。眼前是挑高约 20
米，面积约200平方米的车间，绿宝
石漆的地面光洁照人。左侧是作业
区，摆放着 10 多台红色的机械臂和
几张工作台，其中的3台正开展打磨
作业，每台周围有两名工作人员。

“这个镜片直径 800 毫米。像这样用
机械臂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沿着规划好
的路径，进行打磨作业。每天打磨约
6 小时，要持续约 1 个月，检测达标
后进入抛光作业。”现场一名工作人
员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智能运管 从容不迫

“100 多 颗 卫 星 在 太 空 高 速 运
转，如何管理呢？”本报记者来到运
管大厅时，发现大厅除了前侧有两
排、40 多张呈“一”字排开的桌子
和每张桌子上放置着一台显示屏之
外，就是 30 多个普通工位，员工坐在
工位上办公。“这两排桌子是近日为测
试同时发射的41颗卫星临时设置的，
还没有撤去。”卫星运管技术研究室主

任李峰介绍说，“当时，卫星各分系统
主要人员都聚集在此，紧盯着屏幕上
的数据并进行紧张的测控操作。这么
多卫星几乎同时入轨并开始传输数
据，运管任务量之大，在中国航天史上
是空前的。”

对卫星运管涉及到的具体内容，
李峰解释说，运管就是对发射上天的
卫星进行测控、运营和管理，在保障其
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科学规划和安
排其在轨任务并进行数据传输，使其
最大限度发挥效能。经过长期努力，
长光卫星已形成了超大规模星座智能
运管技术体系并在实践中持续迭代。

李峰随手点开身边显示屏上的一
款软件，介绍说：“这是我们自主开
发的卫星运管软件，高度集成了各板
块业务，包括客户需求、任务规划、
任务统计、数传计划、生产结果、遥
测遥控计划、卫星资源管理等，做到
实时同步、方便快捷、一目了然。”
针对日常运管值班，李峰团队自主开
发了一套遥测软件，不仅能实时呈现
所有卫星在轨运行状态和遥测任务详
情，而且设置了警报区，用于提示出
现异常的卫星和故障信息并给出排除
故障所涉及的人员及其联系方式，以
便高效处置。

对公司卫星运管的发展历程，李
峰介绍说，在吉林一号星座建设早期
阶段，运管主要依托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来完成。从 2017 年开始，公司组
建运管软件开发团队。到 2018 年
底，公司自主开发的第一代运管软件
上线。之后不久，长光卫星开始独立
承担运管工作，开中国商业航天之先
河。随着吉林一号星座建设加快，运
管技术创新同步推进，运管技术团队
突破了大规模卫星遥测数据并行接

收、解析与可视化，卫星轨道确定并
行与自动化，测控数传资源分布式计
算与自动化等关键技术，运管智能化
水平持续提升。

创新应用 志存高远

卫星重在应用，那么吉林一号有
哪些主要应用呢？长光卫星数据中心
三室主任朱瑞飞向本报记者介绍，人
造地球卫星包括通信卫星、导航卫
星、遥感卫星和科学实验卫星等 4
类。长光卫星深耕的是光学遥感卫星
领域，通过光学卫星获取全天时、全天
候、全谱段光学遥感数据即地面静态
影像和视频影像，具有图像质量高、响
应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的特点，为
14个领域提供150多项精准服务。

朱瑞飞举例说，在农业方面，吉林
一号开展耕地资源与农业设施信息分
布提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长势监测、
耕地土壤墒情与作物干旱监测、农业
灾害监测和产量预测等。在环保方
面，长光卫星依托吉林一号星座，研发
了系列环保遥感服务产品，进行裸土
扬尘源监测、秸秆焚烧与全量化处置
监测、城市及农村黑臭水体污染监测
等，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值得称道的是，吉林一号屡次参
与国内外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并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朱瑞飞回忆说，今年 2
月，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7.7
级强震，吉林一号立刻启动对灾区成
像作业，数小时内形成震区高清遥感
影像，为开展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撑，
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扬。

在深耕服务 B 端传统应用的同
时，长光卫星大力开拓对C端的应用
并将其作为公司的主攻方向之一，志

在开辟新的“蓝海”。“我们的卫星数
据对大众免费开放、对合作伙伴深度
开放。通过免费服务大众，推广遥感
数据应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基于遥
感数据应用服务开发，形成更多样
化、多元化的遥感应用产品和服务，
进一步培育航天信息产业生态。”朱
瑞飞表示。

王亚州是长光卫星市场三部部
长，主责 C 端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
他向本报记者介绍，长光卫星以吉林
一号全球高清遥感数据为支撑，上线
了供免费下载的“共生地球”应用程
序，让公众体验优质的卫星遥感服务
就在身边并通过互动表达自己的创
意。今年4月，以“创享卫星应用的更
多可能”为愿景的“吉林一号网”上线，
发布了海量卫星影像、全套在线卫星
遥感课程等；此外，还面向企业与科研
端提供卫星遥感生产资料库，降低其
开发应用的成本，涵养产业生态。面
向社会举办免费参加的遥感开发者培
训班是长光卫星致力于C端开发的另
一项重要举措，受到热烈响应，每期线
下课名额都供不应求，参加者除了相
关应用领域的从业人员外，还有一批
有志于从事卫星遥感相关工作的在校
大学生。

采访结束，记者踏上返京列车，不
禁想起吉星楼大厅墙上的那句标语：
立足航天信息产业，服务全球 70 亿
人。是的，吉林一号虽然“高高在上”，
但是长光卫星一直脚踏实地、自强不
息，致力于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
务，牢记初心，践行以持续的航天科技
创新增进人类普遍福祉的使命，成为
中国商业航天的骄傲，并以此永葆“青
春”和活力，立志做中国商业航天百年
老店。

长光卫星：领跑中国商业航天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一场淋漓的骤雨后，清爽的空气中透
着几丝凉意。街道两旁，被雨水滋润的云
杉、黑松等显得愈发挺拔、葱翠。雨后的伊
通河泛着微波，静静地穿城流过，向西北方
蜿蜒而去。这里是吉林省长春市。7月中
旬一个雨后的清晨，本报记者驱车从位于
该市南湖附近的驻地出发，驶过横跨伊通

河的赛得大桥，之后沿东部快速路径直向
北行驶约 15公里，而后右转再前行约10
分钟，即看到马路左侧的一座大院落，中
央是一幢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院前临近马
路的影壁中部有“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字样和蓝色几何图案的标识。这就是本
报记者此次探访的目的地——长光卫星。

作为中国商业航天开创者和领跑者，长
光卫星近日完成了“1箭41星”发射和组网
任务，不仅再次刷新了该公司保持的中国航
天单次发射卫星数量纪录，而且把吉林一号
组网卫星数量大幅提升至108颗，制造卫星
数量超过130颗，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
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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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66月月1515日日，，吉林一号高吉林一号高
分分 0606AA 星等星等 4141 颗卫星发射颗卫星发射
入轨入轨。。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长光卫星长光卫星
工作人员开展吉工作人员开展吉
林一号卫星空间林一号卫星空间
环境试验环境试验。。

▼吉林一号拍摄的高清遥感地图。▼吉林一号拍摄的高清遥感地图。

▲▲吉林一号卫星吉林一号卫星 （（模型模型）。）。

潘旭涛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