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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 0 时 57 分，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高分十三号卫星发射升
空，我国在轨遥感卫星大家族又新添
了一员。

遥感卫星的类型很多，测绘卫星
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测绘
卫星，顾名思义，特指那些具备立体
测图或高程测量能力的遥感卫星。它
通过立体观测获取地表目标高精度的
三维几何和物理属性，因此在军事和
民用领域有着最为基础和广泛的应
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载荷技术和地理空间信息
产业的迅猛发展，测绘卫星获得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早 在 2002 年 ， 法 国 发 射 的
SPOT5 立体测图卫星在有地面控制
点的情况下，可以测制 1：5 万地形
图，而当时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资
源三号卫星是我国航天和测绘工作者
共同打造的高分辨率立体测图卫星，
通过8年攻关，突破了自主卫星测图
关键技术，攻克了国产卫星几何检校
和数据处理等技术难题。随着资源三
号卫星于2012年1月升空，我国实现

了 1：5 万测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
破，解决了长期制约我国高精度地理
空间信息获取的瓶颈问题，使我国成
为国际上少数几个掌握成套卫星测绘
技术的国家之一。

2019 年 11 月，我国的高分七号
卫星发射成功引发广泛关注。高分七
号是我国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首颗民用亚米级
高分辨率光学立体测绘卫星，其主要
任务是开展 1：1 万立体测图。如果
说资源三号实现了从难以测图到立体
测图的跨越，那么高分七号则实现了
立体测图从1：5万到1：1万的技术
跨越。

我国的卫星测绘产业正在从卫星
测绘发展到卫星遥感。除了光学测绘
之外，我们还在发展高光谱遥感、激
光测高、干涉雷达测量及重力测量在
内的五大类测绘遥感卫星。这五种类
型的测绘遥感卫星本身就包含诸多难
题和创新。在卫星影像的基础上，我
们也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
技术，开展信息提取、变化发现、决
策支持等方面的工作，卫星测绘正迎
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
应 用 中 心 的 数 据 量 已 经 积 累 到
7.3PB， 近 五 年 内 数 据 量 会 达 到
40PB，将拥有海量的遥感卫星数
据。同时，遥感数据正在和地理信
息、国土资源、生态环境、交通等相
关信息结合在一起，形成卫星测绘遥
感领域的大数据，这对测绘行业乃至
整个自然资源领域都是一个前所未有
的机遇。

随着卫星数量的增加，影像的覆
盖能力比以前有了质的提升。过去，
2米分辨率的卫星平均3年才能覆盖
全国一遍，目前2米分辨率的卫星平
均每个季度即可覆盖一次，在我国的
北方地区，甚至一个月即可覆盖一
次。2018 年，卫星中心数据日处理
量 已 达 50TB， 到 2019 年 达 到 了
80TB。可以说卫星遥感大数据本身
就是一个“金矿”，希望大家都来采
金，协同创新，把卫星遥感影像大数
据的应用发展到新的阶段。

基于卫星影像的智能化监测能
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卫
星中心已经完成了全国面积大于一
平方公里面积水系的自动化提取，

交通道路的要素提取也实现了比较
高程度的自动化，土地利用变化发
现的自动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2米
分辨率的建设用地变化每个季度完
成一遍。同时，我们开展了许多样
本数据的学习，包括光伏用地、风
力发电等等要素的提取已经实现了
全自动化。随着机器深度学习能力
的不断提升，和新型遥感数据拥抱
在一起，会产生更多智能化的测绘
理念和智慧化的成果，服务自然资
源管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
质量提供遥感信息和技术支撑。

卫星测绘是面向全球的，而不仅
仅是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
应用中心目前在全球建设了 18 个国
家应用服务节点，向 38 个国家的公
益性机构免费推送卫星影像数据，希
望我国的卫星测绘事业能够更好地推
进卫星遥感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全球共
享与服务，从而建设全球地理信息知
识与创新中心。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
感应用中心总工程师，资源三号卫星
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卫 星 测 绘 产 业 迈 入 智 能 化 发 展 时 代
□□ 唐新明

10月14日，是26个月一遇的火星冲日。火星冲日是
一种常见的天文现象，每当天空中火星和太阳分处地球的
两侧，太阳、地球、火星在一条直线上就会出现。火星冲
日前后，太阳刚一下山，火星就从东方的天空升起。火星
刚从西方的天空落下，太阳就升起来了。在深夜的时候，
火星在头顶上方。相当于整夜都可以看到火星。

火星冲日的时候，是从地球上观测火星的最佳时
期。作为普通人，我们在地球上该如何观测火星，又
能观测到什么呢？

瞄准44度？探测器发射要提前2-3个月

在航天时代以前，每逢火星冲日，全世界的天文
学家都会把望远镜对准火星。1610年，伽利略把望远
镜第一次对准了火星。但毕竟从地球上观测火星还是
太远了，进入航天时代以来，现代人对火星的认识，
主要得益于火星探测器得到的结果。科学探测发现，
火星上曾经有江河湖海和浓密的大气层，气候曾经温
暖湿润，很适合生命的发育。即便现在环境已经恶化
成为一个荒漠行星，仍然是太阳系中除地球外最宜居
的行星。今年7月，阿联酋、中国、美国相继发射火星
探测器，火星已成为深空探测的焦点。

为何各国火星探测器集中发射？其实，火星探测
器发射的时候，不是火星冲日的时候，即并不是地球
和火星两者距离最近的时候。因为火星在往前走，地
球也在往前走，如果两者距离最近的时候发射过去，
火星显然已经跑掉了。所以，火星探测器是在火星冲
日之前的 2-3 个月发射。探测器从地球上发射的时
候，要求火星在地球的前方44度。发射之后，沿着一
条抛物线飞过去，这条抛物线叫霍曼转移轨道，是从
地球去火星最节省燃料的轨道。

难得一遇？观测不限于火星冲日当天

很多人在介绍天文现象时，经常会用多少年一遇说
明它的罕见性。火星观测是否也是难得一遇的呢？在我
看来，夜空中每天都会出现各种天文现象。

至于“超亮”火星的观测，不限于火星冲日这一
天，整个10月都是从地球上观测火星的好时机。只要
天气晴好，夜幕降临后，你面向东方，就会看到地平
线上升起来一颗亮星，就像一块红色宝石，镶嵌在夜
色的天幕之上，熠熠生辉，美艳无比。

首先，整个10月，火星都是整个天空中最亮的那颗
星，而且长时间可见。其次，通过普通的天文望远镜，
我们可以看到火星的红色表面、明暗变化，甚至还能看
到白色的极冠。运气好的话，还能识别出长达4000公里
的水手大峡谷和高达22000千米高的奥林匹斯山。

与运势有关？没有科学道理

有说法认为，火星冲日和个人运势有关系，这是没
有任何道理的。因为火星是太阳系的第四颗行星，地球
是第三颗行星。火星冲日时，这两颗行星在太阳的同一
边，都朝向太阳的方向，是经常出现的。

如果长期观测火星，就会发现火星在天空中的轨
迹有时候会出现逆行。大多数时候往前走（顺行），有
时停住不走了 （留）。接着，开始后退 （逆行），退了
一段又往前走了。这是我们从地球上看事物的直觉，但这个直觉并
不符合客观事实。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是绕着太阳逆时针公转的。
从太阳系上方看，火星没有逆行过，水星也没有逆行过。虽然它们
到地球的距离有时远、有时近。但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主要受太阳
的影响，其他行星的引力、辐射对我们基本没有影响。

总之，火星冲日、水逆、星座这些都是常见的天文现象，与国
家和个人的命运没有任何关系。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培 育 创 新 发 展 的 科 普 之 翼
——“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普工作成就回顾

□□ 科普时报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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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
科普工作出了一道加试题。口罩该怎
么戴？手该怎么洗？最细微的问题饱
含着最急切的渴望。与未知战斗、与
谣言赛跑，全社会都在期盼着科学的
声音。

实体科技馆闭馆，线上科普却如
火如荼。“健康守护——抗击新型肺
炎志愿服务行动”36期直播访问量超
1亿次、“科普中国”新冠肺炎答题活
动参与量超过 1 亿人次、全国 116 家
科技馆打造全天候开放的线上科普平
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疫情应急
科普工作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十三五”期间，科普方
式、科普对象、科普思维等要素的全
方位转变提升，正不断丰满着创新发
展的科普之翼。

夯基垒台：科普氛围更浓厚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源泉。我国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说：“要建设科学的中国，第一
步是要使得中国人个个都知道科学，
要使个个人对于科学上发生兴趣。”

2015 年 8 月，中国作家刘慈欣携
作品 《三体》 登上了雨果奖的领奖
台。这是中国作品第一次获得科幻界
的诺贝尔奖。时隔一年，《北京折
叠》 再次摘得雨果奖桂冠。2019 年，
首档天文科幻科普节目 《从地球出
发》在江苏卫视播出，开启了科幻剧
形式普及科学知识的先河。

“十三五”期间，科普图书创作
热度持续走高，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中 国 科 普 统 计 2018》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 全 国 共 出 版 科 普 图 书 14059
种，比前一年增加2122种，总发行量
达1.12亿册；全国科普期刊出版种数
和总册数分别为 1252 种和 1.25 亿册；
2019年，科幻电影票房占国内总票房
的比例超出了“十三五”规划预期的
15%。

优秀科普作品百花齐放，展示着
五年来科普原创力、研发力、传播力

上的飞跃，也带动着全民科学素养提
升。据最新发布的《国家科普能力发
展 报 告 （2019） 》 显 示 ， 2006 年 ~
2017年，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指数年平
均增速为 8.08%，2018 年中国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47%。

飞速攀升的数字背后是全社会日
益高涨的科学热情。“科学技术已经
渗透和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
是重大的科学突破和发现，对这个阶
段的中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比如前段时间引起现象级反响的引力
波和黑洞照片，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
的。”2019 年 6 月，刘慈欣接受媒体
采访时这样评价。

立柱架梁：科普保障更健全

2020 年 9 月，全国科普日活动启
动。在中国科技馆内，孩子们可以搭
上“科学”号考察船乘风破浪；千里
之外的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在
一片山间空地上，新星小学的孩子们
也可以通过科普大篷车“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

“很希望今天参加这场活动的孩
子们，未来能有人成为科学家。”从
小在北京长大的中国科技馆馆员冯晓
菁对媒体说。

从科技馆到大篷车，中国科普搭
建起一套跨越万水千山、覆盖全国的
科普基础设施体系。

据中国科协于 2020 年 6 月公布的
2019 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
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 978 个，全年接
待参观人数7479.4万人次；流动科技
馆 1773 个次；科普大篷车 1057 辆，
全年下乡次数 3.5 万次，行驶里程
737.8 万公里，受益人数 1834.3 万人
次。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回望2016
年 6 月底，科普信息化建设累计科普
信息资源只有5TB，科普中国总浏览
量和传播量累计36.02亿人次；短短7
个月后，仅“科普中国”网站累计生
产内容近 12TB，累计浏览和传播量
达到77亿人次。

（下转第2版）

听闻某些动物有照镜子
自我欣赏的习惯，利用一次
偶然的机会，摄影师对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园里两
只野生黑领椋鸟有关照镜子
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
为 期 34 天 的 时 间 内 ， 用
600mm专业大口径定焦镜头
从三个方向进行隐蔽式拍
摄，记录下了事实真相。结
果证明，即使是视力相对比
较好的鸟类，也看不出镜子
中的影像就是自己。动物照
镜子的行为，只是在观看一
个物体现象而已，并非是

“自我欣赏”。
图1：“照镜子”的黑领

椋鸟。
图2：误把自己的影像

当作不速之客，表示抗议。
图 3：为 驱 逐 “ 外 来

者”保护领地，进行激烈争
吵和打斗。

图4：混战中误伤了自
己的伴侣。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科普摄影专业委员会委员）

照镜子的
黑领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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