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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卫星遥感全球高

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

研制我国遥感卫星高精度

数据地面处理系统、引领航

空与地面测绘遥感的重大

变革……6月24日，国际著

名测绘遥感学家、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中国科

技界崇高荣誉——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这位从珞珈山下走出

的“大先生”，近 60 年投身

测绘遥感科研、教学事业，

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朴素初心，甘做国家建设

的“测绘尖兵”，攻坚克难，

勇攀高峰，用一生诠释了科

研报国的家国情怀。

2023年10月22日，李德
仁院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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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时年42岁的李德仁，在王之卓院
士的推荐下，只身赴德留学，成为新中国第一
位被派到联邦德国学习航测的学者。

“对我来说，1982年留学德国是迟到的留
学。”抱着尽快学成归国的信念，李德仁抓紧

“补知识、补理论、补时间”，每天学习工作14小
时以上，两年多便完成了原本五六年才能完成
的学业，毕业论文仅用一年多完成，分数创下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论文最高分。

留德期间，李德仁提出粗差检测“选权迭
代法”，被国际测绘界称作“李德仁方法”，而他
首创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
探测方法，被誉为“解决了一个测量学的百年
难题”，震惊了当时的测量学界。

“2月6号博士毕业答辩一通过，2月23号
就回到中国来，3月5号给我们的学生上课。”
1985年，李德仁这颗冉冉升起的学术之星，毫
不犹豫拒绝了多方伸来的橄榄枝，义无反顾地
回国，回到了母校——当时的武汉测绘科技大
学任教，迈上了漫长的科研创新之路。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时遥感卫星的缺
失，成为李德仁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

“那时，我们只有3米分辨率的遥感卫星，
而且数量很少。我在全世界找朋友要卫星数
据，意大利人第三天给我送的数据。”做了一辈
子遥感，却不能满足抗震救灾的需求，李德仁
感到痛心疾首，下定决心加快国内卫星组网，
实现中国的对地观测数据自主。

持续多年，李德仁坚持走“中国人自己的
路”，带领团队致力于提升我国遥感对地观测
水平，持续开展基础理论和重大技术创新，倡
导和推动建立了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体系，引领了我国测绘遥感的跨越式发展。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1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5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荣誉会员”，成为我
国获得“布洛克”金奖第一人。

武汉大学教授王密是李德仁的第27位博士生，在他
看来，李德仁做科研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人民的需要。

“李老师始终跟我们讲，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要能够
拿小钱做大事。”王密回忆，李德仁始终鞭策学生，科研
人要为国家解决问题，“我们做很多事，实际上并不是把
科研经费或者是拿多少钱放在第一位，更多地是先考虑
这是不是真正的‘卡脖子’的问题，或急需的领域。”

从百姓出行到智慧城市，从资源调查到环境监测，从灾
害评估到防灾减灾……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基石。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作为高分专项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专项副总师，领导参与了该专项的顶层
设计，并带领团队开展了高精度数据处理技术攻关，经过10
年建设，实现了我国遥感卫星系统的自主可控。

“我们在元器件受限的情况下，用中国人的智慧，用我
们的数学和过程控制的方法，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李德
仁说。

在李德仁的努力下，越来越多“中国眼”走向深空，全方
位俯瞰地球；遥感卫星不断被擦亮，“中国眼”看得越来越清
晰。

从扛着测量仪器跋山涉水，到航空遥感，再到卫星遥
感，李德仁带领团队奋起直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
中国遥感卫星研究，一路高歌猛进，实现了从“有”到“好”的
跨越式发展，形成了由陆地卫星、气象卫星和海洋卫星组成
的强大对地观测体系。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
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世界先进
水平！

“高分”系列卫星覆盖了从全色、多光谱到高光谱，从光
学到雷达，从太阳同步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等多种类型，构
成了一个具有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
率能力的对地观测系统；

遥感卫星的空间分辨率提高到了亚米级，时间分辨率
分钟级，光谱分辨率360多波段，卫星数量为世界第二；

我国测绘遥感数据实现95%自主率，基本上满足中国
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的重大需求；

在他的牵头建议和国家支持下，不到十年，我国商业航
天卫星就达到200颗，形成了军民商航天三足鼎立的协同
发展新格局。

“不要说自己老了，你的心态永远年轻。”
今年85岁的李德仁仍保持晚上12点睡、凌晨6
点钟起的作息时间，坚持思考、思维活跃，敏锐
洞悉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

“（他的）生活很俭朴，要求也不高，每天晚
上搞到很晚，早上还能起床。”李德仁与妻子、
武汉大学教授朱宜萱相识于校园，二人携手走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直到耄耋之年，
李德仁还奔波在科研一线，这份绵延一生的勤
奋，朱宜萱看得真切。

2013年，李德仁提出并领导团队将对地观
测卫星系统上升成为对地观测脑——通导遥
一体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PNTRC）的研
究。通过将通导遥卫星一体化组成一个系统，
形成一个大脑，对各种卫星感知的数据进行智
能化处理，用以解决现有通信、导航、遥感卫星
系统各成体系、孤立运行，以及服务方式难以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的问题。

这就是浩瀚星河的“东方慧眼”卫星星座
计划——搭建一张集定位、导航、通信、应急、
搜救于一身的“太空网”，构建我国自主、独立、
安全、可用的空天信息全球实时监测网，可用
于农业、交通、采矿、海运、智慧城市、智慧农村
等领域，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从“玩微信”到

“玩卫星”，享受卫星带来的红利。
2023年4月24日，“东方慧眼”智能遥感

星座项目在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启动。李德仁
在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谈起“东方
慧眼”的未来目光灼灼：“到2030年，整个星座
在轨200多颗卫星，包括光学遥感卫星和雷达
卫星，实现天地网络互联。”“建成这样的一个
快、准、灵的地球观测网络，为整个国家的强
大，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人的
贡献。”

“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当了一名老师，可以培养一
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人、做学问。”在李德仁
心中，不仅有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还有“传道授业解惑”的
师者担当。

在武大，院士接力同上一门课的《测绘学概论》，被称
作“最奢侈的基础课”。

从1997年9月至今，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刘经南、
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等院士先后加入教学团队，向大一
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
路等问题。

“测绘这个学科能给国家做什么？院士讲得最清楚。”
李德仁说，老师有责任把这个学科中国家的任务、目标触
达到一个高度，学生有理想，就愿意好好学，每个院士都保
证按时讲课，把内容讲好，这样就可以把教育强国、科研强
国、人才强国的要求，贯彻在课程之中，让学生“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

院士们精诚报国、追求卓越的故事，如春风化雨，沁润
着每位学子的心灵。同学们看到高山仰止，也意识到高山
可攀。2022年2月，武大“启明星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入
轨，这颗卫星由50多名学生参与研制，其中近半为本科生，
为更多有志青年“启明”航天梦想。

李德仁提到，恩师王之卓院士在80大寿时曾说过：如
果我有什么学术思想，那就是不断地跟我的学生学习。这
也成为李德仁的座右铭。

在他看来，世界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对
他而言，培养更多创新人才，让测绘科学后继有人，是他
永恒的课题。迄今为止，李德仁已累计培养百余位博士，
其中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一代又一代接力担当，武汉大学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遥感技术
学科在多个国际学科排名中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

“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我们中国14亿人
一定会给我们世界作更多的贡献。”在科研、教学之路上，
李德仁的脚步从未停歇。

6月 24 日，2023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由三
峡集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申
报的“海上风电安全高效开发
成套技术和装备及产业化”项
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
发展海上风电对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国海
上风电事业从“一片空白”走
向“世界领先”，海上风电装机
容量登顶世界，海上风电产业
链不断完善。

电从海上来

位于平潭的三峡集团福
建海上风电场，海风丝丝缕
缕，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映入眼帘——一座巨型
白色“大风车”高高屹立，一幅
海上风电场的壮阔画卷徐徐
展开。

这台海上风电机组，轮毂
中心高度152米，约相当于一
座52层大楼的高度；单支叶片
长123米，能够同时容纳300
个成年人并肩站立；叶轮扫风
面积约5万平方米，相当于7
个标准足球场。2023年12月
21日，它再次实现24小时满
功率运行，日发电量达38.72
万千瓦时，相当于近17万人一
天的生活用电量，刷新海上风
电单机日发电量世界纪录。

中国南海海域地质条件
复杂、波流变化多端、气候变
幻莫测、台风频发。这样的庞
然大物，是如何稳稳地立在海
上的？

“三峡工程因创新而生，
创新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基
因。从水电到风电，尽管事业
不同，但创新精神不会断档。”
三峡集团科技创新部主任刘
运志感慨，“我们不断锤炼‘出
题者’‘答题者’和‘应用者’能
力，聚集优秀团队集中攻关，
带动行业敢研敢用。”

17年前，“国家卓越工程
师”称号获得者，三峡集团所
属三峡上海院首席专业师、总
工程师林毅峰出征亚洲第一
个大型海上风电项目——东
海大桥海上风电场项目时，中
国海上风电虽拥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但在相关技术领域几
乎是一片空白。

2010年起，三峡集团坚定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实施海上
风电引领战略，加快海上风电
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全面掌
握海上风电开发、建设、运营
等核心技术。

其中，围绕工程项目开展

风机复合筒型、大直径筒型、
新型嵌岩桩等筒型基础结构
研究和抗冰结构研究，让如同

“筷子插入豆腐里”的风电桩
在海底稳稳“扎根”。组织不
同电压等级的海底电缆研发，
推动我国海上升压站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打造全球输送
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海上
风电柔性直流输电系统。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洪琪
等多名院士专家高度评价：

“为突破我国海上风电高效、
优质、低成本、规模化开发的
技术瓶颈，形成自主创新的成
套技术与装备，实现产业化”

“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从一叶“扁舟”
到百万“丛林”

中国南海，离岸28公里，
水深30米之处，一台高近百米
的风电机组矗立在三角结构
的漂浮平台之上，远远望去，

“三峡引领号”标识赫然醒目。
其周边，314台风机林立，

展翅飞旋间，海风化为清洁电
能点亮千家万户，这里是国内
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场
——广东阳江沙扒海上风电
场，这片吸风吐电的海上“森
林”正为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
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绿色动力。

自 2021 年投运以来，这
一“中国三峡”风机阵列成功
经受多次超强台风考验，化

“台风危机”为“发电良机”。
对大湾区居民来说，蓝色

电能一端连接着“降碳曲线”，
一端连接着“品质生活”。世
界夜景卫星图上，粤港澳大湾
区璀璨的灯光交相辉映，三峡
广东阳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
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
约5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
在满足240万户家庭年用电量
的情况下，减排二氧化碳480
万吨。

在纵贯我国南北 18000
公里的“蓝色走廊”上，获奖项
目创新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辽
宁庄河、江苏如东、福建兴化
湾和广东阳江等我国70%以
上海上风电项目，支撑超过
2400万千瓦规模的海上风电
建设，经济效益超600亿元，减
排二氧化碳约5000万吨。

壮大海洋经济的关键在
科技。从平潭“一点”向南北

“一线”，从服务东北振兴战
略，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粤
港澳大湾区战略，不断延伸的

“蓝色走廊”正从能源“神经末
梢”变为“强健筋骨”，与“西电
东送”国家战略构成时空互
补，为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澎湃
后劲。

让中国海上风电

从“一片空白”走向“世界领先”

三峡集团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通讯员 王璐

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湖北日报通讯员 韩磊 摄）

科技为民

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 ●1

矢志创新

擦亮“东方慧眼”
● ●3

面向前沿

攻克卫星遥感核心技术
●●2

不忘初心

珞珈山下“大先生”
●●4

最高科学技术奖
李德仁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磁致增强热电性能新方法与热电磁耦合新效应

●煤/生物质燃烧过程PM2.5生成与调控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猪基因组选种选配技术体系创建及应用

●多核磁共振成像（MRI）装备研制

●大宗细粒固废低钙重构制备超稳材料关键技术及应用

●低铂、高效燃料电池膜电极组件工程化成套制备技术及应用

●固废填埋场气液致灾原位测控技术与装备

●新型显示器件高分辨率喷印制造技术与装备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海上风电安全高效开发成套技术和装备及产业化

二等奖

●高铁相抗蚀胶凝材料设计/制备技术及严苛环境工程应用开发

●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精准制造核心技术与装备

●新型电力系统大规模锂电储能关键技术及应用

●工业级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高效可靠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星载铷原子钟技术实现与应用

●隧道重大地质灾害源探测评估及处置关键技术

●骨性错颌畸形防治新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北斗高精度实时融合监测技术与重大工程应用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湖北19个主持项目获奖（通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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