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仁，1939年生，武汉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测

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

李德仁是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

一直致力于提升我国测绘遥感对地观测水

平。他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

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

的系列难题，带领团队研发全自动高精度航

空与地面测量系统，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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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上 午 ，2023 年 度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在 京 揭 晓 ，李 德 仁 院 士 登 上 了 领

奖 台 。

其 实 ，当 选 院 士 后 ，就 有 人 劝 他 ：

“ 你 都 当 院 士 了 ，节 奏 放 慢 一 点 ，注 意 身

体 健 康 。”对 此 ，他 在《科 技 日 报》上 写

了 一 篇 题 为《院 士 不 是 终 点 ，是 新 的 起

点》的 文 章 。

李德仁说，作为院士，国家对他的要求

更 高 ，要 看 得 更 多 、看 得 更 远 ，要 拓 宽 视

野，关心国家发展。他正是按照这个原则

要求自己的。

这次采访时，记者有幸见到了李德仁

的 夫 人 —— 中 国 测 绘 遥 感 专 家 朱 宜 萱 教

授。与李老一样，朱老师也是精神矍铄、思

维敏捷、言语流畅，丝毫看不出二人是一对

“80 后”夫妇。

聪明、勤奋、有智慧、脾气好、对生活要

求不高……朱老师这样评价自己的爱人。

她还说，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一部分

也要得益于丈夫的帮助。

回忆起和李德仁的相遇，她向记者娓

娓 道 来 ：“ 我 们 是 1957 年 在 大 学 认 识 的 。

那时候的他又瘦又小，我身高 1 米 56，他可

能也就 1 米 50 吧。”

“1 米 55！”李老幽默地打岔，引得记者

们哄堂大笑。

39 年前，朱老师曾给在德国留学的李德

仁写过一封信：“你已经老大不小了，几十年

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

不如一头牛呢，都没‘挤’出一点‘奶’。现在

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正是这封信，

让留学德国两年多的李德仁更加坚定了学成

后马上回国的信念。

如今，85 岁高龄的李德仁依然活跃在

科研一线。当前，全世界正在从数字地球

向智慧地球发展。李德仁和他的团队瞄准

这一趋势，致力于将地理信息产业与 IT 产

业、大数据融合起来，更好地为中国和世界

人民服务。

“实现这个目标要靠年轻一代，但我有

责任把方向看准。”在李德仁看来，科学家

精神需要赓续弘扬，建设科技强国更需要

一代一代人接续奋斗。

“80后”院士的智慧人生

记者手记

◎王 菲 本报记者 吴纯新

◎王 菲 本报记者 吴纯新

图① 2002年 10月，李德仁（左一）在三峡大
坝建设工地。

图② 2017 年 6 月 22 日，李德仁（右一）参加
武汉大学毕业典礼并为毕业生拨穗。

图③ 2001 年 2 月，李德仁（左一）给导师
王之卓拜年。

武汉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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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一 项 统 计 显 示 ，80％ 以 上 的 人 类 活

动都要和时空发生关联。李德仁说，地球空间

信息研究者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与位置有关的信

息 ，即“4 个 right”服 务 ：在 规 定 的 时 间（right

time）将所需位置（right place）上的正确数据、信

息 、知 识（right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送 到

需 要 的 人 手 上（right person）。 这 一 切 要 求 快

速、准确、灵巧。

在地球空间信息科学领域，遥感技术至关

重要。作为人类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支撑手段和战略需求，遥感技术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防灾减灾、粮食安全与绿色农业、城

市发展、水资源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在近 40 年的科研时光里，李德仁致力于提升

遥感对地观测水平，持续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重

大技术创新，倡导、推动和建立了我国高精度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体系，推动了测绘遥感的跨越式发

展，为我国从测绘遥感大国到测绘遥感强国的转

变作出杰出贡献。

他凭借卓越智慧破解了测量学的百年难题，

他带领团队以服务国家为核心目标开展科技攻

关，他以满腔热血浇铸遥感强国梦。

6 月 24 日，李德仁获得 2023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解决百年难题

1957 年，李德仁从江苏省泰州中学毕业，被刚

成立一年的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易名为武汉测

绘学院）录取，就读航空摄影测量专业。

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

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但李德仁深知这些技术对

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毅然决然地踏上这条充满

挑战的道路。

1978 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国家恢复研究生

招生。李德仁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校园，并师从我

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之卓。

完成硕士学业后，李德仁出国深造，来到当时

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德

国。1982 年，李德仁进入德国波恩大学进修。在

短短半年时间里，他就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两

篇高质量论文，首创了从验后方差估计导出粗差

定位的选权迭代法。这一方法后被测量学界称为

“李德仁方法”。

次年，他又进入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师从摄影测量领域世界著名领军学者弗里

兹·阿克曼，并接手了一个航空测量领域极具挑

战的难题。

李德仁回忆，航空测量数据的误差是当时的

世界性难题。“航空测量遥感数据越来越大，老师

给我的题目就是找一个理论，能同时区分和处理

偶然误差、系统误差或粗差。”他说。

为了尽早解开这道难题，李德仁每天坚持工

作 14 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

室，又于翌日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

最终，仅用不到两年，李德仁就完成了自己的

博士论文，并获得了斯图加特大学博士论文历史

最高分，迄今无人超越。他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

理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被德国洪堡基

金评委格拉法韧特评价为“解决了一个测量学的

百年难题”。李德仁后来也因此获得了 1988年“汉

莎航空测量奖”。

“回国是必然的，是自觉的。我们与外国有很

大差距，我得赶快回国。”李德仁谢绝了国外科研

院所的邀请，在完成毕业答辩后立刻回国，短短几

天后便走上讲台，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

“学到本事就要给国家作贡献。”这是李德仁

那时最真实的想法。“科学是要为祖国服务的”，在

他心里，一直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做强中国遥感

学成归来，李德仁加快研究步伐，带领团队持

续开展基础理论和重大技术创新，助力我国测绘

遥感行业飞跃发展。

很快，他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创造性成果。

1991 年，李德仁提出 3S 集成（GNSS 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RS 遥感、GIS 地理信息系统）理论获得国际

认可。这一重大突破，实现了天空地一体信息化

移动测量的历史跨越。

面对我国卫星、航空、地面系统等落后于人的

情况，李德仁心急如焚。2003 年，他作为牵头人向

国家提出“建设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建

议。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以下简称

“高分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

纲 要（2006—2020 年）》确 定 的 重 大 科 技 专 项 之

一。其中，自主可控的天空地高分辨率遥感系统

是核心。

李德仁瞄准我国高分专项的核心需求，组建

百余人团队，历时 15年先后完成体系论证、技术攻

关、系统研制和重大应用，助力天空地高分辨率遥

感系统实现“好用”和“用好”，满足经济建设、国防

建设和民生的需求。

2013 年，高分专项首发星高分一号成功发射；

2019年，国内首颗民用亚米级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

星高分七号发射；2022 年，分辨率达到 0.3 米至 0.5

米的商业遥感卫星发射……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

中国遥感卫星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我国测绘遥感技术从落后一步步走

到了世界前列，建立起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高分专

项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德仁说：“以前我们有卫

星，但不强。现在我们的遥感卫星赶上了世界

水平。”

此后，李德仁继续带领团队攻克高精度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领域的系列核心技术，研制了我国

“航天—航空—地面”3S 集成的测绘遥感系列装

备，解决危险地区测绘等难题，引领了我国传统测

绘到信息化测绘遥感的根本性变革。

创新的原动力就是实现自立自强。在李德仁

看来，科学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尊

重前人、尊重专家，但不能迷信书本、迷信权威、迷

信外国技术。

“我们测绘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原始创新研

究，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要在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

作用，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领先的测绘科技强

国贡献力量。”李德仁说。

擦亮“东方慧眼”

“要把天上的大数据经过人工智能处理，变成

小数据送到用户的手机上，这样才能实现分钟级

的智能服务。”李德仁说，以前，天上的遥感、导航、

通信卫星各忙各事，没有联通，所提供的服务老百

姓用不上。

为此，李德仁带领团队积极开展“通导遥”一

体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PNTRC）关键技术

攻关，启动珞珈系列科学试验卫星工程，研制发射

4颗珞珈系列卫星。

不仅如此，李德仁还推动“通导遥”一体化的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建设。“东方慧眼”

智能遥感星座计划极为宏大。通过部署在天上

的遥感卫星组网，能够建立从全国到全球的服务

系统，把目标看得快、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全、看

得懂……

从 2022 年起，李德仁带领团队开展“东方慧

眼”智能遥感星座论证工作。为将“东方慧眼”擦

得更亮，李德仁侧重在卫星精度和质量上下功夫，

使卫星遥感分辨率从 5 米到 3 米、到 2 米、到 1 米，

再到 0.5米。

2023年 4月，“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一期工

程正式启动。2024 年 2 月 3 日，由李德仁担任首席

科学家研制的东方慧眼高分 01 星成功发射，顺利

实现业务化运行。

作为“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的业务首发

星，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是“通导遥”一体化智能

遥感卫星系统的重要实践，对后续星座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该星投入运行后，可通过聚合高性能

算力、引入人工智能遥感大模型，为行业提供实时

时空观测智能化分析决策服务。

李德仁团队预计，到 2030 年，“东方慧眼”智

能遥感星座计划将发射 252 颗卫星，包括高分辨

率光学和雷达卫星、高光谱卫星和热红外卫星，

形成“星网”。这些卫星将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服务。

“到那时，我们的卫星使用成本会更低，每个

人都有望轻松使用卫星数据，从‘玩微信’到‘玩卫

星’。”谈及未来，李德仁满怀憧憬。

培养栋梁之材

在自己所有的头衔中，李德仁认为，当老师才

是他最骄傲、最有成就感的事。

李德仁曾说，恩师王之卓有两段话让他记了

一辈子。其中一段是在王之卓学术思想研讨会

上，王之卓在会议门口看着会标，问工作人员：“我

有什么学术思想？我的思想就是不断地跟我的学

生学习。”

李德仁也把这句话送给自己。他说，作为一

名教师，他可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而年

轻人在任何细节上超过自己，都让他感到高兴。

数十年来，他在武汉珞珈山下甘为人梯、殚精

竭虑、为国育才，始终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他

引导学生在学科交叉前沿刻苦攻关，获得高等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执教 30多年，谈及指导博士生的成功经验，李

德仁说：“我把我老师教我的方法，传授给我的学

生，那就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最后学

会做学问。”

李德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要

求学生坚持“读书、思维、创新、实践”，做国家的

栋梁。因此，他总把学生带到科研一线“拉练”，

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思考、大胆

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是李德仁的第三个博

士生。“李老师破格录取了我，并对我进行了 20 多

年的培养。相对于其他师兄弟，我是在他身边受

教诲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他说。

龚健雅亲眼见证了李德仁等老一辈科学家在

推动中国整个测绘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突

破。在他看来，中国测绘学科发展逆势而上，国际

影响不断增强，李德仁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今，李德仁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在测绘遥

感领域内外各有建树。这是李德仁最为高兴的

事。“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创新，不断接力。”李德仁

把学生的建树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成果。“我要给学

生指一条路，让学生自由发展，让他们超越我。”

直到现在，李德仁仍然坚持带博士生和硕士

生。他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李德仁名誉博士学

位时指出：“李德仁院士的杰出成就，使武汉大学

成为今天世界上地球空间信息领域最著名的研究

机构之一；他还对培养国家和国际学术人才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从毅然归国到开拓创新，从扎根科研一线到

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李德仁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自

己的人生追求——一辈子为国家服务。他用自己

的一生，诠释了中国科学家奋进、奉献、甘为人梯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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