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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建议：抢占短波红外制高点
发展“中国红外芯’’

2019年6月25日至26日，题为“新型短波红外焦平面及前沿应用”的第326期东方科技论坛在上海院士中心举

行。

“打造智慧城市，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离不开红外传感器智能的‘眼睛’。”包括中科院院士匡定波、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家熊等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与会专家建议，应该利用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功能平台，聚集短波红

外核心人才和产业开发资源，抢占新型短波红外核心芯片技术制高点，积极发展“中国红外芯”。

近半个世纪以来，红外技术发展迅速，已经在军事领域、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以及日常生活方面获得

了广泛应用。由于具有高识别度、全天候适应、微光夜视、隐秘主动成像、光学配置简便等突出的应用特征，短波红外技

术在航天遥感、考古鉴别、军事侦察、公共安全、工业检测、医疗诊断等领域有着特殊的应用前景。

会议执行主席、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教授罗宏杰呼吁加强光电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转化应用，让

文物保护更加“耳聪目明”。

“文物也像人一样会生病，而水是最主要的‘病源’。”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在报告中

说，在2000年，敦煌莫高窟有一半壁画感染了“壁画中的癌症”——酥碱病，一种由潮湿环境造成壁画中大量的氯化

钠聚积，并不断溶解、结晶的病症。

为了给壁画“治病”，首先得知道“病灶”在哪儿，光电技术由此引入文物保护，其中能够利用室温景物自身发射的热

辐射成像的红外技术尤为受人关注。黄继忠告诉记者，文物保护最重要的是“皮下”2 mm至3 mm的区域，红外技术

解决了两大难点：一是成像，即识别文物内部结构缺陷及水分分布情况；二是光谱分析，即对文物的彩绘颜料、胶料、

蚕丝纤维等进行分析判断。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龚海梅介绍说，InGaAs是一种III—V族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

具有体系稳定、工艺兼容、室温工作和良好的抗辐照特性等优点，成为高灵敏度、低功耗、小型化、高可靠性短波红外系

统的理想选择之一。

据专家介绍，作为一种新型短波红外探测技术，InGaAs探测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紧密结合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联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等单位，在高性能短波红外InGaAs探测器的研发中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不断提升探测器组件的规模和光电性能参数，形成了多种规格、多种系列的产品。其中，256×1、512×1等线列焦平面

探测器已经在食品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320×256、640×512、1024×128、4000×128等探测器组件则正在高光谱、

微光夜视、特种气象条件下的成像中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www．8ciencenet．cn网站 发布时间：2019年6月27日

我国首批海洋观测卫星投入业务化运行
据www．sciencenet．cn网站报道，从自然资源部获悉，2019年6月28日，海洋一号C卫星及海洋二号B卫

星在轨交付。这标志着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规划立项批准的首批海洋观测业务卫星实现业务化运行。

海洋一号C卫星于2018年9月7日成功发射，是接替海洋一号B卫星的业务卫星，其设计寿命为5年。该卫星

可获取全球24小时水色水温信息、全球海岸带和内陆水体50 m分辨率高精度多光谱信息及全球大洋船舶识别信息，

将与未来发射的海洋一号D卫星组网运行，实现全球每天2次覆盖监测能力，大幅度提高自然资源部对管辖海域、海岸

带等多要素、高时效的调查监测能力，为全球大洋、极地研究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环保、住建、交通、农业、应急管理等

领域需求。

海洋二号B卫星于2018年10月25日成功发射，是首颗海洋动力环境业务卫星，其设计寿命为5年。该卫星将

与后续海洋二号C、D卫星组网运行，能够全天候、全天时连续获取全球海面风场、浪高、海面高度、海面温度等多种

海洋动力环境参数，直接为灾害性海况预警预报提供实测数据，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

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国防建设等提供可靠的数据服务，并广泛应用于气象、农业农村和应急管理等领域。

历经6个月的在轨测试表明，卫星平台及载荷系统、星地一体化系统、地面系统的各项功能正常，其性能达到了研

制总要求和使用要求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数据产品满足行业应用需求。

未来，自然资源部将发挥陆海卫星资源优势，做好组网业务化运行和海陆兼顾，着力构建起一陆一海自然资源卫星

观测技术支撑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卫星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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