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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一号C星成功发射上海技物所贡献两大载荷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网站报道，2018年9月7日，北京时间11时15分，我国在山西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HY．1C”卫星。我所研制的水色水温扫描仪和紫外成像仪随星入轨，将按预定程序开机。

HY．1C水色水温扫描仪(以下简称：水色仪)是“HY．1C”卫星的主载荷，设有8个可见近红外波段和2个热

红外波段，将用于获取海洋水色、水温的定量化遥感数据。在HY．1A和HY．1B水色仪研究基础上， HY—lC水色仪

针对5年寿命、偏振、杂光、冷空间嵌位以及信噪比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改进，其中制冷机采用我所自主研制的长寿

命脉管制冷机，提高了关键元部件国产化水平。

HY．．1C紫外成像仪作为卫星的新增载荷之一，在我国海洋遥感创新之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具有紫外超大视场、

中等分辨率、高信噪比、大动态多档观测等技术特点，将有效提高对海洋可溶性有机物及碳循环的遥感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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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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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功能和性能均有

大幅提升。海洋水色水温扫描仪信噪比大幅提升，并实现全球开机，每天24 h不间断工作，时间增加十多倍，全球覆盖

能力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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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预警

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技物所在室温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
研究中取得进展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网站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伟达、陈效双、陆卫课题组在室温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研究中取得进展。该实验室相关研究人员利用纳米线内禀的

Photogating效应首次在单根纳米线上实现室温下单个光子的探测。相关成果以“Room—Temperature Single．Photon

Detector BaSed on Sin91eNanowire”为题发表于国际刊物Nano Letters(DOI：10．1021／acs．nanolett．8b01795，

影响因子12．08)，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研究生骆文锦。

单光子探测器依靠其极为灵敏的探测能力来记录单个光子一一这一光量子单元，在多领域被广泛应用，如精密分

析、生物发光、高能物理、天文测距等，尤其在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中不可或缺。单光子探测器尽管已经发展多年并且种类

繁多，却依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传统单光子探测器的工作条件相对苛刻，比如工作在盖革模式的光电倍增管和雪崩

二极管需要数十伏甚至上千伏的驱动电压，而超导单光子探测器则需要几开尔文的极低温环境。其次，大部分单光子探

测器依赖于高质量的材料生长，需要分子束外延等设备，器件制备成本高。此外，目前拥有光子数分辨能力的单光子探

测器依然屈指可数，而这种可分辨能力对通信技术的诸多协议至关重要。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室温、低成本并同时具有

光子数分辨能力的光探测器来满足现代科学和工程诸多领域对单光子探测的需求。

本工作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方法生长了“核壳”结构的CdS纳米线。纳米线的“核”层是具有近乎完美晶格质量的单

晶，载流子迁移率高，而“壳”层拥有大量“局域化”的表面态。该结构为Photogatillg效应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甚至

使得该体系在室温下对单个光子的入射敏感。

本工作的亮点在于器件能同时探测到单光子的强度和偏振状态，这将为片上集成的单光子探测器指明方向。除此之

外器件还有其他显著特点，如室温工作、光子数可分辨(可分辨数1^一3)、低工作电压(0．1 V)、低暗计数率(1．87×10-3

Hz)、高探测效率(23％)、操作简单、易于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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