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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30 日，女娲星座首发 4 颗遥感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女娲星座是由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旨在实现对地观测全球快速重

访，利用激光星间通信组网，构建的全球自主可控实时遥感混合星座。女娲星座初期建

设包括 28 颗雷达卫星组成的雷达遥感星座和 10 颗 0.5m 全色、2m 多光谱的八谱段

光学卫星组成的光学遥感星座。 

女娲星座完成组网后，可对全球任一点平均重访间隔达到小时级，对全国陆地完成

全覆盖达到天级，对全球区域完成全覆盖达到月级，提升特定区域快速重访、重点目标

高频监视、特殊用户应急调用、高频形变监测能力；10 颗光学卫星实现定量遥感，具备

全球长期观测需求、高时间分辨率的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球导航增强、物联网覆盖，

提供高精度近实时业务服务；构建天基高速信息走廊，全球实现实时测控、任意地区数

据信息安全分钟级回传。

此次发射的 4 颗卫星为高分辨率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成像分辨率优于

0.5m。这 4 颗星将组成“1 颗主星 +3 颗辅星”的分布式干涉卫星星座（采用国际首创

的车轮编队，1 颗主星位于编队中心，3 颗辅星环绕主星），具备全球范围高分宽幅成

像、高精度测绘及形变监测等能力，可快速、高效地制作高精度数字表面模型（DSM）

并完成全球非极区测绘任务，具备在 1 年内完成全球陆地范围测图任务的能力，提供多

类型遥感数据产品。该雷达卫星星座在城市地质灾害监测、海洋监测、洪涝灾害监测、

地表沉降监测等应用方面具备较大优势，同时在自然资源、数字农业、智慧林业、生

态环境测绘、水利等行业和重点目标监测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显著填补国内

InSAR 卫星应用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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