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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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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黄渤海之滨升起耀眼的推动黄渤海之滨升起耀眼的““东方慧眼东方慧眼””星座星座，，助力国内首个商业航天发射母港助力国内首个商业航天发射母港““横空出世横空出世””——

李德仁院士与烟台的李德仁院士与烟台的““问天之约问天之约””

每一次划破天际，都是新的开始；
每一次“星”叩苍穹，都是新的起点。
这条“问天之路”上，烟台和李德仁团
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是李德
仁的学生，也是测绘遥感团队成员。
2023年，东方航天港联合龚健雅院士
团队打造的“开放地球引擎OGE系统
平台”上线运营。该系统弥补了我国
在新型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空
白，将服务于实景三维、数字孪生城市
建设，进一步为自然资源管理、城市治
理、公共服务等提供安全可控的信息
服务。

“我们想在东方航天港把产业链
做长做全，造火箭、发卫星、构建通导
遥一体化，用智能卫星满足经济社会
和老百姓的需求，加快培育投入产出
比达1:10的新质生产力。”这是李德
仁院士的终极目标。

今年6月15日，郑德雁市长再次
率队奔赴武汉，拜访李德仁院士，希望
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打造国内领先的
空天信息数据应用样板。李德仁也给
予积极回应：“烟台发展航空航天产业
优势突出，将继续深耕烟台，在科研攻
关、技术应用、场景打造等方面加强合
作，助力东方航天港建设国家商业航
天海上发射母港。”

事实上，从打造海上发射母港，到
联通数据应用端，进而撬动万亿产值；
从第一枚火箭在海上发射，到空天一
体的“天地网”融合，烟台海阳的“问
天”之路，李德仁与团队都一一见证。

一路走来，李德仁对东方航天港
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不管是项目
推进、卫星研发，还是生产制造，各个
重要环节他都亲自参与。3年来，这位
耄耋老人每年都要往返海阳数次。在
他眼中，东方航天港已经成了自己的
孩子，他想看着它快快长大。

“除了‘东方慧眼’项目，东方航天
港的很多重大活动和项目，李德仁院
士都很关心。”海阳市航空航天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初娜说，在合作的这几
年里，除了把工作站放在海阳，以武汉
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为基础，李德仁院士还把智能遥感
卫星烟台基地落到了东方航天港卫星
数据产业园，为东方航天港的高质量
发展带来了质的提升。

如今，烟台与李德仁院士团队正
共同筹建东方航天港研究院，双方
将以高性能遥感卫星研制和组网、
遥感数据智能实时处理、遥感信息
智能服务等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全
面助推东方航天港提高发射频次、
落地产业项目，持续在商业航天赛
道保持领跑态势。

千年前，古人仰望浩瀚星空，发出
“天问”；千年后，李德仁和东方航天港
携手“问道”商业航天，再踏星辰大海
新征程。

YMG全媒体记者 高伟 高少帅 庞磊
王修齐 摄影报道

因为一个人的名字，昨天的烟台东方航
天港熠熠生辉。

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荣获2023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在颁奖现场，李德仁从习
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奖章、证书，捧回中国科
技界最高奖。

作为国际著名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李德仁
也是烟台东方航天港“东方慧眼”星座计划的推
动者，在他的主导下，“烟台一号”“烟台二号”卫
星已相继发射升空。未来，李德仁和科研团队
计划打造一个拥有252颗卫星的遥感智能“星
座”，与通信卫星、导航卫星连在一起，组建快、
准、灵的地球观测网络，让遥感技术造福国人，
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这是一场‘星’与‘海’的双向奔
赴。”东方航天港（山东）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中前这样诠释烟台与李德仁
院士的结缘。

2021年，李德仁院士团队研发的国
内首颗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珞珈三号
01星”具备发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合适的火箭。如果实验成功，后续将推
进通导遥一体化的智能遥感星座建设，
实现全球范围遥感数据从获取端到应用
端的分钟级高效信息服务。

此时的烟台海阳，正因成功实施我国
首次海上卫星发射而名声大噪。这次发
射任务后不久，烟台便上报了在海阳打造
东方航天港的请示。山东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将该项目列为省重大工程，全力
推进。随即，海阳市高标准规划了总面积
34.19平方千米的东方航天港产业新城，
志在建设国际一流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
港和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园区。

“最初谋划产业时，我们就锚定三个
原则：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创新引领、
瞄准大院大所，来确立海阳航空航天产业
的行业地位。”高中前说。听闻李德仁院
士建设“通导遥一体化智能遥感星座”的
想法后，他立即带团队赶往武汉拜会。

当时，已有其他城市与李德仁院士
接触。相比竞争对手，海阳要打造的商
业航天产业生态链条要素完备，优势凸
显。但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不是“一拍
脑袋的忽悠”，要有野心、胆识，更需下功
夫做好垂直布局和整合。在此之前，烟
台早已将航空航天产业作为16条重点
发展的产业链条之一，并把东方航天港
作为“链主”企业，聚力打造“天上有星、
陆上有箭、海上有船”三个核心能力，培
育国内首个集“海上发射、星箭产研、配
套集成、卫星应用、航天文旅”于一体的
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航天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高
效且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十分关键。为
解决这一难题，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拍板，开创性地提出：由烟台
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阳市海
发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东
方航天港（山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园区运营平台，解决园区开发、项目
引入等问题。

超前的顶层设计、务实的推进方案和
极强的执行能力，最终打动了李德仁院
士。“李院士觉得东方航天港关于商业航
天的产业布局是准确的，产业认知和发展

路径是清晰的，而且烟台发展航空航天产
业做得比较实，这都给了他合作的信心。”
海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梁景俊说。

“商业航天产业可以在烟台海阳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选中海
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德仁院士曾如
是表示。

从此，李德仁与东方航天港开启了
一段难解之缘。

2022年4月22日，李德仁院士工作
站正式落户东方航天港卫星数据产业
园，双方宣布共同打造“东方慧眼”星座，
实现“天地网”的融合以及通信、导航、遥
感卫星一体化。

同年8月24日，烟台市委副书记、市
长郑德雁率队到武汉大学调研。在测绘
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德雁
和李德仁共同为“武汉大学——烟台市
共建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智
慧卫星创新研究院”揭牌，为合作共建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打造全产业
链产品提供“硬支撑”。

烟台布局精细，院士亲力亲为——
这场“双向奔赴”，让中国人通过卫星遥
感在太空中建立对地观测“大脑”和“慧
眼”的梦想，逐步走向现实。

星垂海面，一颗“由中国人发到天上
去的智慧的眼睛”在观天测地，勾勒出一
幅蓝色星球的美好图景。它，就是世界
最先进的智能遥感卫星星座——“东方
慧眼”。

2022年10月8日，烟台召开东方航
天港产业发展大会。会上，“东方慧眼”
星座规划方案通过评审，卫星项目研制
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东方慧眼”星座
项目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目前的卫星有三种类型，分别是
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卫星。我们
就是要把这三种卫星‘一体化’，在天上
组成一个‘互联网’，形成服务人类的

‘千里眼’。”李德仁院士说。
2023年1月15日，“东方慧眼”验证

星、国内商业领域首颗智能遥感卫星“烟
台一号”发射成功，通过通信卫星和地面
互联网，8分钟内将信息送到用户手机，
突破性地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
越。入轨后的“烟台一号”，将为烟台乃
至山东省提供高质量遥感数据，标志着

东方航天港在航天产业领域翻开了新的
篇章。

高中前介绍，采用通导遥一体化设
计和星地智能化处理技术，相当于把人
工智能送上天，在太空中建立对地观测
的“大脑”和“慧眼”。比如，0.5米的分辨
率能够分辨出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
交通道路、港口舰船等场景可实现良好
监测效果。

“烟台一号”，让东方航天港“一炮而
红”。接下来，李德仁与东方航天港的合
作步伐开始加快。

2024年2月3日，“东方慧眼”智
能遥感星座业务首发星“烟台二号”，
搭载捷龙三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入轨，实现了用“烟台箭”发“烟台星”，
标志着“东方慧眼”星座快速组网正式
启动。

这颗卫星由李德仁院士担任首席科
学家，王密教授担任总设计师，陆海空间
（烟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联合研制。它不仅以烟台城市命
名，更是由烟台力量研发制造，是实打实
的烟台卫星。

至此，“东方慧眼”星座第一阶段“1+
2”示范系统，已有一颗卫星在轨运行，两
颗高光谱卫星在研，争取2024年底发
射，完成组网。第二阶段将于明年陆续
投产发射20颗卫星，最终完成区域服务
系统建设。

按照李德仁院士的计划，到2030
年，建设252颗由智能光学卫星、高光谱
卫星、SAR卫星和高分宽幅组成的低轨
对地观测卫星星座，打造起“一星多用、
多星组网、多网融合、智能服务”的星座
运营体系，让全球更多人享受中国卫星
带来的优质服务。

院士工作站落户东方航天港卫星数据产业园(资料图)

烟台二号发射烟台二号发射((资料图资料图))

结缘——“星”与“海”的双向奔赴

问天——在太空点亮“东方慧眼”

逐梦——
叩问苍穹探索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