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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号”卫星昨在酒泉发射成功
专为武汉定制，每日经过城市上空一次进行观测

“武汉一号”卫星闯关

武汉这颗星有啥不一样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

迷。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再行驶4
个多小时，就来到我国第一个航天发射
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不是“武汉”的名字第一次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响起。2020年时，服
务于天基物联网工程的“行云二号”01
星，被命名为“武汉号”，向英雄城市致
敬。

2024年 5月 21日，迈上GDP2万
亿元台阶的这座超大城市，再次“闯
关”。“武汉一号”带着城市逐“新”的雄
心和信心，冲上云霄。

国家所需、武汉所能
冲击全球最高精度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武汉
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宇航院”）院长龚健雅接受
记者专访时介绍，该院在珞珈系列卫星
研制的基础上，于2021年提出了研制高
精度智能遥感卫星“武汉一号”的计划，

“一流的大学、优势的学科，要想国家之
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

“珞珈三号科学试验卫星02星”
（“武汉一号”卫星）由武汉大学报批立项
研制，重345公斤，采用560公里高太阳
同步轨道，旨在用高性价比小卫星解决
无控制点高精度定位的核心技术问题。

“卫星有两个指标很重要，光学分
辨率解决卫星影像清晰度的问题，定位
精度解决卫星拍摄位置是否准确的问
题。”龚院士介绍，这颗星设计要达到
0.5米全色成像分辨率、2米无地面控制
影像定位精度，尤其在“无控制点几何
定位精度”上设计指标为全球最高。

什么是“无控制点”？龚院士介绍，
遥感卫星给地球花式“拍照”时，一般需
要通过地面的坐标控制点不断矫正。
在地面没有控制点的前提下，还要保持
卫星影像的精确定位——这是国家发

展卫星遥感的一项战略能力。
“武汉一号”卫星尝试让卫星测图

“如入无人之境”。龚健雅介绍，一方
面，在我国青藏高原、云贵高山峡谷、西
北沙漠等外业测控困难区域，这项能力
能帮助卫星获取精度更高的测绘数据；
另一方面，这将为我国卫星服务走向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及掌握全球测
图能力，突破技术瓶颈。

政产学研携手发展商业航天
“武汉一号”冲出第一步

北京时间5月21日11时，卫星发
射中心官方指定观礼位置已站满了几
层人，来自武汉市政府、武汉大学等单
位及下游卫星用户、数据应用方等百余
人现场观摩“武汉一号”卫星发射。

数公里外，快舟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
依天耸立，正静静等待着将“武汉一号”等
四颗卫星送入太空。12时15分，一股赤
橘色烈焰瞬间迸出，快舟十一号固体运
载火箭托举“武汉一号”卫星，一路呼啸
直上云霄。耳边，欢呼声震耳欲聋。

“我们感受到政府发展商业航天的
魄力与决心。”武汉云成卫星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成卫星”）总经理邵
远征介绍，武汉积极推动武汉大学与航
天三江所属火箭公司对接，通过科技立
项方式，支持武汉大学重大成果“高精
度智能遥感卫星”在汉进行转化，云成
卫星作为商业航天下游的卫星数据企
业，也落户武汉。

2022年，火箭公司与宇航院在武
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生于武
汉，长于武汉，要率先推动武汉航天技

术领域产学研发展及规模化应用。”火
箭公司市场总监赵爽介绍，经过市政府
多轮牵头交流沟通，火箭公司与宇航院
就在汉共同推动航天产业的发展达成
共识，未来要“紧密合作、共谋发展”，携
手扩大“汉产火箭”和“汉产卫星”的品
牌影响力。

“如果没有武汉支持，只是在实验
室里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就不可能诞
生这颗星，让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龚健雅院士介绍，团队将持续在
数据源头——卫星新基建上多造“好
星”，希望能源源不断提供优质的城市
治理卫星数据，助力武汉在“商业航天+
智慧城市”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找到2万亿级超大城市的“星”坐标
创造卫星服务城市新生态

21日22：55，武汉大学卫星地面接
收站，接收到了来自“武汉一号”卫星的
首图。此时距卫星发射成功、顺利入轨
已过去了 10 个多小时。消息传来，
20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沸腾
了，“武汉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宇航院
副院长曾国强和团队成员们兴奋地击
掌。

入夜，他们还在与武汉地面站数据
接收团队联动，接收首图并对图像进行
初步处理。“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曾
国强介绍，还将持续验证“武汉一号”卫
星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立体测绘、10
米分辨率高光谱成像、夜光成像等多种
任务模式以及在轨智能图像处理等功
能，加速构建其对武汉的观测服务能力。

“卫星过境有窗口期，卫星今天在

这儿，可能10多天才能重新转到同一
区域。而“武汉一号”卫星采取特殊的

‘日回归’轨道设计，每天都会来到武汉
上空拍摄，一个月即可覆盖武汉全域一
次。”龚健雅介绍，由武汉大学卫星地面
接收站接收“武汉一号”卫星数据，大量
的城市影像能够快速下传。

“很多卫星能‘拍’但‘传’不了，获取
的卫星数据只能‘积压’、存储再下传。”
龚健雅介绍，“武汉一号”卫星经过武汉
时就能实时传输，可达每秒1.8个G，这
一指标可达民用卫星传输数据量最高。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主任
李国庆认为，卫星一旦可以实现逐日观
测，就实现了高频度的信息获取能力。
这将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精度”与
量级，这种能力能“解锁”大量时效性比
较高和变化比较快的观测需求，让城市
治理一下“升维”。他说：“‘天天见’模
式下，一旦灾害发生，就能迅速获取灾
害变化情况。再比如对重要工程或工
地的监管、对重要河道污染扩散的监
管、对空气质量逐日变化的观测、对重
要农作物的重要生长期进行监测，都能
实现了。”他介绍，这将更加匹配甚至引
领一个2万亿级超大城市的城市数据
服务能力。

云成卫星将提供“武汉一号”卫星
运营服务。该企业依托宇航院科研团
队和技术积累成立，将进行产业化探
索，提供“遥感载荷—卫星平台—在轨
交付—数据处理—遥感应用”全链条服
务。武汉“造星”，将有望创造服务城市
新型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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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特派记者李佳）北京时
间2024年5月21日12时15分，快舟十
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托举“武汉一号”卫星顺
利发射，并将它送入预定轨道。

“武汉一号”卫星诞生于武汉，服务
武汉。

“武汉一号”抓总研发方是武汉大学
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健雅担任首席科学家。龚健雅院士介
绍，这颗高精度智能遥感卫星设计为面向
武汉市“日回归”太阳同步轨道模式，即卫
星能够每日经过武汉上空一次，对城市进
行持续观测。由此，武汉将成为我国具备
月度生产0.5米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一张
图能力的城市。绘制完成一张覆盖武汉
全市域的图像，只需要一个月时间。此
前，单颗遥感卫星难以完成这一任务。

“武汉一号”卫星总设计师、武汉大
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曾国强
介绍，“武汉一号”遥感卫星自主定位精
度设计指标空间分辨率为0.5米、无地
面控制点几何定位精度为2米，这一指
标为全球最高。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主任李
国庆说，“‘武汉一号’是首颗为武汉‘定制’
的‘日回归’城市专用卫星，说它‘定制’，是
因为其特殊的轨道设计能实现针对特殊区
域的一天重访观测。”卫星一旦可以实现逐
日观测，就实现了高频度的信息获取能力，
这将提升城市治理的“精度”与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