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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遥感SAR新型卫星星座首发星
“深圳一号" 正式启动

据环球网报道，2017年9月12日，中科遥感SAR新型卫星星座首发星“深圳一号”正式启动会在深圳召开。

启动会上，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优、南山区副区长谢炳文、原中国环保部监测司司长罗毅、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

忠分别进行精彩致辞，对中科遥感SAR新型卫星星座首发星“深圳一号”表示充分肯定。工程总指挥王晋年对“深圳一

号”卫星星座总体设计及产业发展进行了介绍。工程大总体、长城公司首席遥感专家高军，卫星总体、东方红海特总工程

师张迎春，载荷研制、航天集团九院704所主任张振华，分别对“深圳一号”工程的国际市场发展、整星及平台研制进

展、雷达载荷研制进展进行了介绍。

中科遥感SAR新型卫星星座是深圳市政府组织中科遥感(深圳)卫星应用创新研究院，联合航天科技集团、中科

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科遥感科技集团等单位，基于国防科工局先期支持的民用航天预先研究项目成果，提出的

发展低成本微小型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新型卫星星座建设和商业化运营方案。

“深圳一号”是我国第一颗商业化运营的SAR卫星，是中科遥感微小型SAR新型卫星星座8星座计划中的第1

颗，预计2018年12月卫星系统具备进场发射条件。“深圳一号”是一颗X波段微小型SAR卫星，具备国内重点城市

2天的重访周期，具备单星干涉测量能力，重点面向地表形变测量、多云地区的高分辨率数据采集和海洋应用。“深圳一

号”突破了轻量化二维相控阵天线技术、在轨实时成像技术、软件在线可重构技术、载荷处理机与数传一体化技术、干

涉测量任务精密轨道控制技术、高精度定标技术等一系列载荷、平台和地面关键技术，将成为全球获取能力最强的微小

型SAR卫星。

麦乐克明年将推出红外传感AI智能传感模块
据www．eepw．com．cn网站报道，在2017中国(上海)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展会上，电子产品世界采访了杭

州麦乐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乐克)董事长吕晶，看他是如何看当下传感器市场发展及麦乐克的相关技术应
用。

整个传感器市场现在对传感器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以智能家居这个行业为例，今年是中国智能家居的元年，包括

海尔、海信、美的等很多家电企业都介入到了智能家具领域。另外，房产方面也有介入，叫全屋智能系统。因此，整个产

业需求量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而国内很多传感器厂家此时介入可以说是赶上了最好的发展时间。就国内传感器市场现状

来说，中国传感器种类众多，但是中高端产品仍然比较欠缺。

麦乐克公司以红外传感器起家，其在红外传感器中的部分核心元器件在全球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现在的传感器产

品主要为三个方面。红外传感、空气质量和温湿度传感器。除了智能单品(主要是智能家居应用)外，其服务方向主要还

包括以B2B为主的传感器模块及技术解决方案。此次展会，麦乐克主要展示了他们在智能家居、智能制造、智慧医疗、

智慧养老及车联网方面的传感器产品及方案。

红外传感有两大优势一一非接触和远距离。红外传感器最早是用在军事航天上，例如在卫星上的应用．那么红外传

感器为什么现在民用很少呢?吕晶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红外传感器成本高。现在麦乐克正在努力把成本降低，这样

一来就可以用到民用领域。

标定对于红外传感很重要，因为只有确定气体浓度，才能生产出精准的红外传感模块。而由于国内还没有这方面很

好的技术或设备，麦乐克最早与德国合作开发了一台红外气体标定设备，该设备在国内是第一台能够自动标定出气体浓

度的设备。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发展趋势，也是各厂商必须考虑的方向之一。吕晶董事长向电子产品世界记者透露，麦乐克已经

在布局人工智能与传感的结合，第一步是做的传感模块+通讯模块的二合一解决方案。这样，输入原始信号，通讯信号

就出来了，从而省去了调试及装配的繁琐步骤，再加上AI功能，例如装在家中，它通过自学习功能可以学习你的生活习

惯，从而为每个人量身打造这样的产品。预计今年年底麦乐克将会推出有自学习的人工智能传感模块。

到明年为止，国内传感应用市场将会远远超过国外，届时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都会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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