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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上
午，“烟台一

号”卫星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搭乘

长征二号丁型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标志着烟台

这座布局航空航天产业数年
的“太空城”正式翻开了新篇章。

卫星应用产业是国家战略性
高技术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通信、导航、遥感卫
星应用成为实现安全可控的网络信息

体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烟台一
号”卫星顺利升空，烟台初步实现“天上有

星、陆上有箭、海里有船”的目标，向遥远的
太空发出“烟台强音”。

“烟台一号”，中国商业遥感卫星新突破

“烟台一号”卫星，为什么以烟台的城市命名？发
射升空后肩负什么使命？对我国卫星发射带来什么积

极意义和影响？对于这些疑惑，记者进行采访。
从发射背景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

今，我国遥感卫星事业历经二十多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发展。随着国家高分专项和《国家

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全面
实施，我国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我国卫星遥感产业基于民用遥感卫星的商业化模式尚未
形成，卫星数据处理手段落后、产品应用模式单一、资源利用率
低，卫星综合运管和数据共享及分发机制尚未形成，存在依赖政
府投入、低水平建设重复、可持续发展乏力的问题。我国正积极
引导民营资本培育卫星遥感企业，建立国家投入和市场融资相结
合的发展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烟台一号”卫星
的成功发射，则是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新的突破。

“烟台一号”卫星是我国新一代智能遥感科学试验卫星，依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计划集成项目建设，由武汉大学牵头，陆海空
间（烟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控管中心共同完成。

该卫星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后，运行在约500千米的太阳
同步轨道，配置高分辨率彩色面阵相机，具有动静态成像能力，能够
获取星下点空间分辨率达0.7米的图像，并能够打通星地-星间传输
通信链路，技术指标国内领先。同时，具备高性能实时处理的硬件
平台和支持动态加载开放的软件平台，能够实现遥感数据的在轨实
时智能处理。

“烟台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并运营后，利用高分辨率遥感手段，可
服务于军事国防、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海洋生态、交通管控、规划设
计、农业、水利、建筑、电力、旅游等领域。

卫星实时地面视频可实时现场直播

“烟台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后，有着科学的运营服务规划。
据介绍，“烟台一号”智能遥感卫星能够实现遥感的智能化和大

众化推广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应急快速遥感服务。主
要包括自然灾害应急监测、事故灾害遥感动态监测、公共卫生事件
遥感应急监测与管理、社会安全遥感监测与应急执法等方面。其
次，典型行业遥感服务。主要包括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渔业监测、交
通预警、自然资源遥感动态监测、农业遥感监测、工程遥感监测、商
业情报分析、精准环保监督、智慧城市、旅游资源调查等方面。此
外，大众遥感直播服务。大众遥感直播服务是通过手机等手持端
发起基于卫星的大众遥感直播服务，将卫星拍摄的实时地面视
频高速传输至用户手持终端，其高空垂直视角可在更大的空间
范围实时现场直播。

在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世界格局深刻变革、国内航天

事业如火如荼的时代背景下，“烟台一号”成功发射具
有重大意义。
——抢占空天信息产业战略制高点。以“烟台一号”为起

点，“东方慧眼”星座规划300+可见光、高光谱和SAR卫星组成
的低轨对地观测卫星星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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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早日建成有助于抢占全国乃至全
球空天信息产业战略制高点，奠定烟台在全国航空航天产业的领先
地位。

——加快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智能遥感卫星采取通导遥一
体化和空天地一体化模式，实现与卫星通信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
多网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国家
航天强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加快实施。

——带动形成产业集群。有效带动星箭研发制造、海上发射服
务、空天信息等产业发展，快速构建烟台航天产业生态系统，推动东方
航天港成为国际一流的海上发射母港和空天信息产业园，打造千亿级
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卫星成功发射背后的“烟台力量”

“烟台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离不开背后的“烟台力量”。
“烟台一号”卫星及“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项目，是烟台市政

府、武汉大学、海阳东方航天港卫星数据应用产业园及其优势企业陆
海空间共同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成果，由烟台国资委旗下产
业投资平台国丰集团全力推动实施，形成了地方、高校、企业多方协同
创新的良好局面。“东方慧眼”星座项目将助力海阳东方航天港构建起
集重大配套、星箭制造、海上发射和空天信息服务为一体的航天全产
业链生态圈，加速建设国际一流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国家级空天
信息产业园区，有效促进先进卫星技术、人才等优势要素向烟台快速
转移，聚力打造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

一直以来，烟台都在航空航天产业布局，蓄势发力。目前，东方航
天港正厚植发展优势，全力构建空天信息服务新能力。加快推进“东
方慧眼”星座项目建设，研制发射“1+2”遥感卫星，利用“烟台一号”智
能遥感星打造烟台市卫星应用案例示范样板；加快推进航天宏图“烟
台云”卫星数据云服务系统建设，牵引团队能力落地，构建数字地球服
务体系；全面完成卫星数据产业园一期建设，加快数据存储中心建设，
利用清洁能源优势，建设山东省唯一的卫星行业节点数据中心；全力
实现海上卫星发射新能力。完成国内首艘专业化海上航天发射与回
收多功能船和世界首个坐底式火箭发射平台建造并投入使用，形成

“机动+固定”的海上发射新能力；组建海上发射商业公司，推进发射
规范化、商业化、市场化；加快建设火箭发展测运控能力建设，完成垂
直共享厂房建设，满足多种商业型号装测、试验条件，完成火箭派液体
火箭海上发射，填补国内液体火箭海上发射的空白。全力抢树商业航
天发展新地位。全面推动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星河动力“谷神星”本
地化生产，加快航天一院型号和军贸能力转移，重点聚焦火箭公司、中
科宇航装备、九天行歌、星河动力、陆海空间、火箭派、宇航装备等商业
公司特种资质办理，继续在商业航天赛道赢取抢跑优势。

在产业链布局方面，烟台同样全力谋取突破。
火箭端。东方航天港将打造国内首个产业链完备的商业火箭总

装测试及配套产业基地。鼓励落地企业利用优势港口条件，围绕海上
回收、低成本可重复使用、大推力等火箭进行试验测试和技术攻关；发
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牵引发动机、火箭结构加工等重大配套产
业落地，延伸发展航天新材料、智能化加工、3D打印等链条上游产业，
建立多元化、全覆盖、高质量的产业供应体系，打造专业化商业火箭总
装测试及高端配套产业链条。

卫星端。东方航天港将集中整合资源，以陆海空间公司为主体，
加快推进“东方慧眼”星座项目建设，推动牵引整星总装测试和试验、
载荷和关键零部件研制生产等优质项目集聚，打造卫星工厂。依托

“烟台云”卫星数据云服务平台，联合武汉大学，充分引进高端技术、高
端体系、高端人才，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促进卫星产研、地面终端设
备、核心软硬件、系统运控、网络运营全链条产业聚集，打造空天地一
体、星座运营与信息服务一体的产业和服务体系，形成“装备制造—数
据服务—运营平台—行业应用”的闭环驱动增长模式。

应用端。东方航天港将依托海上发射优势，打造集海上发射观
礼、航天科普研学、航天文化旅游、高端论坛会展、康养生活服务于一
体的航天文旅产业链条。加快推进中科院空天院浮空器生产基地建
设，牵引无人机生产试飞、空天及海军靶机、靶弹、飞艇、亚轨道飞行
器、天地往返飞行器、通用航空设备产业等高端制造类产业聚集，延伸
发展发动机、电机、电池、载具、操控平台等配套产业，打造特色航空产
业链条。

梦圆航天，正当其时。站在实现宏伟蓝图的新起点，迎着新年的
阳光，烟台航空航天产业将再次起势腾飞，全力书写航天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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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13 所搬迁来烟。从

此，烟台有了自己的航天事业。513所是我国卫
星发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和北斗导航卫星骨
干研制单位。

我国首次在海阳实现运载火箭海上“一站
式”发射，即总装、总测、出港、发射一体化。

● 2013年6月20日

航天员烟台姑娘王亚平开展了中国人的首
次实时“太空授课”。

● 2019年6月5日

我国首次海上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在海
阳成功实施。

● 2020年9月15日

我国首次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应用发射任务
在海阳顺利完成。

● 2021年11月7日

王亚平进行出舱活动，这是中国女航天员首
次出舱。

● 2021年11月

山东长征固体火箭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在海
阳建成投产，首次实现了火箭“山东造”。

● 2022年4月30日

中国首次近岸海上卫星发射在山东海阳黄
海海域顺利实施，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成功
把微厘空间北斗低轨导航增强系统 S5/S6 试验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 2022年10月7日

“烟台一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乘
长征二号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标志着烟台这
座布局航空航天产业数年的“太空城”正式翻开
了新篇章。

● 2023年1月15日

■■““烟台一号烟台一号””卫星是我国新一代智能遥感科学卫星是我国新一代智能遥感科学
试验卫星试验卫星，，它的成功发射它的成功发射，，是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新的是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新的
突突破破。。

■■““烟台一烟台一号号””卫星成功发射并运营后卫星成功发射并运营后，，
利用高分辨率遥感手段利用高分辨率遥感手段，，可服务于军事可服务于军事
国防国防、、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海洋生海洋生
态态、、交通管控交通管控、、规划设计规划设计、、农业农业、、水水
利利、、建筑建筑、、电力电力、、旅游等领域旅游等领域。。

扫一扫扫一扫，，观看相关视频观看相关视频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昨天上午，
“烟台一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二号

丁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全市各界也共同关注着
这场航空航天领域的盛事，共同见证在这浩瀚
的太空中，从此有一颗星叫做“烟台一号”。

潇翔小学一年级三班的仲梓元是个小
航天迷，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聚精会神地

观看着“烟台一号”发射成功的视频。
“火箭成功发射的那一刻，我感到特

别骄傲与自豪，我的家乡从此在
太空里有一颗‘星星’啦。”仲

梓元开心地说。
烟台北航科技园

是我市航空航天产业
集聚发展的代表

性载体平台。
烟 台 北 航

科技园
董

事长顾陈瑜对“烟台一号”的成功发射感慨良多：“此次‘烟台
一号’的成功发射，让我们深感振奋，备受鼓舞。这是烟台航
空航天产业链建设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对山东省智能遥感卫
星应用和烟台市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将发挥巨大推动作用。”

“烟台一号”是东方慧眼星座的首颗试验星，身为山东
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的金冲，是“东方
慧眼”智能遥感星座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去
年4月，李德仁院士团队入驻东方航天港，与他们创新中心
联合创办陆海空间公司，开启了“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来
自不同单位的各位青年才俊在李院士领导下，顶着疫情压
力，终于取得开门红，收获了一份最好的新年礼物。”金冲
激动地说。面向未来，他表示将全力协同东方航天港培育
陆海空间公司，开展卫星商业化运营，为烟台乃至全球提
供国土测绘、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实时
服务，让“烟台一号”为烟台赋能。

“作为东方航天港集团的一员，‘烟台一号’的成功发
射，让我深感骄傲与自豪。这不仅仅是“东方慧眼”星座的
首枚卫星，也是东方航天港卫星产业迈向高速发展的风向
标。”东方航天港集团产业部副部长薛庚洁表示，以此为起
点，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工作，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推
动项目快速落地，形成产能，持续探索海上发射、星箭产

研、高端配套、空天信息等各领域项目相互协同、聚集
发展，形成链条完备的航天产业生态圈，推动东

方航天港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上发射母
港和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园，为国家

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烟台一号”成功发射在全市引发热烈反响

“太空里有了一颗‘烟台星’，
让我们深感振奋备受鼓舞”

东方航天港将打造国际一流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