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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位院士建议：中国空间辩警当鬻顶天”“立地’’
据www．sciencenet．ca网站报道，2018年10月15日，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以下简称空间中心)

建所60周年学术论坛上，来自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领域的院士专家提出了关于中国空间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路——“顶
天～‘立地”。

所谓“顶天”，即将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空问应用相结合，并向深空迈进；所谓“立地”，即与地球科学等学科发

展相融合，扩宽发展领域。

就未来我国空间科学的自身发展而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奉思表示，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应协同发展，

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做强做大，才有可能打破少数国家在空间科技领域独大的格局，为构建人类共享太空的美好时代作

出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看来，未来，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地球到深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空间科学

的重点仍在“两头”——“大头”在地球及其到月球的空间，“小头”在深空。

“我们对地球的认识还很不够，特别是海洋，包括海底要素的探测。应该研究建立‘海底动态信息库’，重点解决深

海探测区的定位(P)、导航(N)、授时(T)问题(简称PNT)和要素目标特征问题。”姜景山说。

与地球科学等学科融合发展，是我国空间科学未来发展的另一条思路。

“促进我国空间科学发展，不是一个科研单位所能解决的。要把多个学科、多种技术和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达仁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陈颐表示，空间科学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地球科学领域的高度

重视，地球科学研究和空间科学研究有密切的联系。

例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曾经引发了数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也带来了地球环境和岩石成分的巨大变化；太阳风对地球

电离层、地磁场的扰动同样引人注目，甚至还曾造成1989年整个北美大面积停电的事件。

他表示，监测空间环境的地面基础设施——子午工程，观测太阳活动引起地磁场变化的国际地磁台网等，都是空
间科学与地球科学结合的典范。

“今后，在空间科学的带领下，我相信空间科学和地球科学能联手走出越来越宽广的道路。”陈颐说。

目前，我国空间科学已经向着“顶天”“立地”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2018年7月，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正式启动，瞄准宇宙和生命起源与演化、太阳系与人类的关系两大科学前

沿，部署了“太阳风一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爱因斯坦探针”“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和“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

应体全天监测器”工程研制，以及一批背景型号和预研课题。此外，子午工程二期也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即将开工建设。

强国建设≥l海洋麟舞爨卫星两大载荷
成功傣匐；着瓣鏖撩li≤，譬量

据www．sitp．ac．an网站报道，海洋一号C卫星是我国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十二五”任务中4颗海洋业务卫星

的首发星，已于2018年9月7日成功发射。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技物所)研制的水色水温扫描

仪和紫外成像仪随星入轨。卫星牵头用户部门为自然资源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负责工程建设管理及运行应用，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负责卫星总体研制。

2018年9月10日上午，随着卫星在轨运行进入自然资源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卫星地面站接收范围，紫外成

像仪第一轨遥感图像缓缓呈现在电子屏幕上。2018年9月11日，海洋水色水温扫描仪也开始成像。上海技物所两大载

荷均开机工作，且状态稳定正常。中国工程院院士、卫星中心主任蒋兴伟说，卫星在轨状态良好，载荷运行正常，承担卫

星数据接收任务的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满足接收任务要求。

据海洋一号C卫星在轨测试工作组组长、卫星中心副主任刘建强介绍，与A、B星相比，C星在功能和性能上均

有大幅提升。海洋水色水温扫描仪的信噪比大幅提升，并实现全球开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时间增加十多倍，全

球覆盖能力大大增强。新增的紫外成像仪可以提高水体反演的大气校正精度。

下一步将按计划开展卫星在轨测试，预计2019年初投入业务化运行。卫星正式投入业务应用后，将在全球大洋水

色水温业务化监测，我国近海海域、海岸带、海岛资源环境调查，海洋防灾减灾，极地海冰动态变化监测以及海洋生态

预警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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