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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集齐全年《科普中国 吉林行》专栏剪报的读者，年底将获赠吉林省科协与城市晚报社联合赠送的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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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

遥感的起源
遥感技术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是用于军事侦察。 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遥感技术开
始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报、自然灾
害监测、环境监测、海洋资源探
测等多个领域，成为从空中俯瞰
大地、 感知地球信息的“千里
眼”。 姜景山称， 卫星所处位置
高、视野宽阔，能够不断地对地
球进行观测，这一观测叫做对地
观测，后来钱学森将这一遥远的
勘测感知称为遥感。

微波遥感技术有哪几类？
如今，遥感技术已经成为对

地观测和空间探测的重要手段，
即使在遥远的太空，人类也可以
利用传感器对物体的电磁波辐
射、反射特性与回波信号对地球
进行探测。 根据传感器工作、数
据获取及成相机理，遥感一般可

分为光学、 微波和激光雷达三大
类。

微波遥感的特点与技术应用
姜景山表示， 在电磁波里

面，微波比可见光、红外的频率
低、波长长。 可见光观测的最大
优势是分辨率高，看得细致。 但
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在白
天有阳光且没有云层的时候才
能监测到信息。所以可见光观测
地球要看天气状况， 并不稳定。
增加红外会使观测时间增长，但
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刮风下雨会
影响观测。想要达到更长时间的
观测，必须利用微波。 微波具有
很强的穿透能力，而且不需要光
照条件，不受或很少受云、雨、雾
的影响，可以全天候、全天时地
取得图像和数据，由此弥补了光
学遥感器的缺点。微波遥感技术
在气象预测、灾害监测等方面发
挥了重大作用，也成为各国竞相

开发研究的热点。遥感最大的优
势即所处位置高、视野宽阔。 姜
景山说，利用遥感手段监测地球
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准确率能
得到大幅提高。

我国微波遥感的发展
2002 年，搭载“多模态微波

遥感系统” 的神舟四号飞船成功
发射， 实现了中国航天微波遥感
零的突破。 2006年中国遥感卫星
一号成功发射和运行。随后，探月
卫星、风云三号、海洋二号等多种
载有微波遥感器的轨道飞行器相
继发射， 我国的微波遥感已经跻
身国际先进行列。

前沿研究方向
姜景山表示，海洋是微波遥

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分为海
面和海底两个方面。 海洋是随
时变化的，其灾难、交通、资源
只有在更高的位置才能看得更

宽。 通过微波遥感探测技术，会
将海底的一些现象反映到表面，
有助于获得海洋的动态信息。 若
将来建立了海洋的动态信息库，
其将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很大
的贡献。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
一千河。 微波遥感技术的应用已
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微波
遥感技术正将人类的视觉 、听
觉、 触觉的感知能力无限延伸，
让人类看得更远、 听得更远、走
得更远。

微波遥感如何“感知无限”？

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这三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都与一项至关重要的应用技术相
关———微波遥感技术。这项技术让
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精准及时，城市
规划更加合理有序，深海资源的探
测开发也更加科学高效。那么什么
是微波遥感技术？它是如何诞生和
发展而来的？它有哪些前沿研究方
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从多方
面解读微波遥感技术。

巴音朝鲁在充分肯定我省网
信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
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
大举措，推动网信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形成习
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做好全省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和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

引领作用，提高互联网综合治理
能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推进数字吉林建设，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 不断提升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努力开创
新时代吉林网信工作新局面，为
实现吉林新一轮全面振兴提供
强有力支撑。

巴音朝鲁强调，要提高网络综
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
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
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
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
网格局。 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
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深入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 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要牢固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抓好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
大力培育网络安全产业， 加大依
法治网力度， 筑起网络安全的

“防火墙”。 要抓住核心技术自主
创新这个“牛鼻子”、智能制造转
型升级这个“突破口”、高端技术
创新创业团队这个“主力军”，充
分发挥我省科教资源优势，推动
我省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实现新
突破。 要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
用，认真做好“有中生新、无中生
有”两篇文章，推动理念、科技、
制度、模式等全面创新，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

等全面融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转型，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
实现全面振兴。

巴音朝鲁强调，要全面加强党
对网信工作的领导，确保网信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全省网信
战线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各级网信部门要主动履职
尽责、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
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各级领导
干部要自觉学网、懂网、用网，齐心
协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要坚决清除鲁炜对网信事业
造成的恶劣影响。要加强网信队伍
建设，加大网信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工作力度，为新时代网信事业发展
注入动力和活力。

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
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长春市
和延边州先后作了发言。

省级领导张安顺、王君正、姜
治莹、吴靖平、陶治国、胡家福、王
晓萍、王凯、李景浩、刘金波、朱天
舒、徐家新、杨克勤，省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常晓春、 省政府秘书长
彭永林，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成员，各市（州）、长白山
开发区、长春新区、省扩权强县试
点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中省直
有关部门、单位、人民团体、重点
企业、大专院校、新闻单位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吉林日报记者 曹梦南

巴音朝鲁在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不断开创新时代吉林网信工作新局面

景俊海主持

昨晚，记者从省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省教育厅迅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
作部署， 针对各类溺水、 内涝、山
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安全问题
进入易发多发期等实际情况，相继
下发多个通知，对汛期校园及学生
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进一步落实责任。把确保
师生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的第
一责任、 第一原则和第一目标，坚
决避免出现师生伤亡和失踪事件。
领导干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结合

学校实际，在前期防灾减灾工作基
础上，对防汛抗灾减灾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再落实。进一步健全
完善学校防汛抗灾减灾工作的协
同机制，力争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
成的损失。对因工作失职造成师生
伤亡和学校财产损失的要依法依
规严肃追责。

二是进一步排查隐患。针对强
降雨可能引发的暴雨洪涝、山体滑
坡尤其是泥石流等灾害，进一步对
学校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重点对学
校危旧房屋、校园围墙、校园楼宇

地下室、学生生活社区、教学楼、实
验室、校内水电设施、校园周边山
体等重要部位加强安全检查和巡
查，做到不遗漏一处校舍、不放过
一处隐患。 对排查出的隐患，尽快
消除。

三是进一步细化防溺水工作。
各地各校要把防溺水宣传教育作
为暑假前重点工作。主动提请当地
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危险水域设立
防护栏和安全警示牌，加强重点水
域排查巡查， 及时发现并消除隐
患。在放假前召开一次防溺水专题

会议，并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将发
放致家长的一封信的要求落实到
位。

四是进一步加强暑期学生管
理。 学校及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
通过多种有效方式密切与学生，
特别是留守儿童、 外出学生的联
系，及时掌握学生安全情况，提醒

家长关注学生安全。 学校组织学
生参加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按
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报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备案， 并提
前制订安全预案， 远离易发生山
洪、雷击、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危
险地区。

/边境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省教育厅迅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部署

确保汛期校园及学生安全

昨天，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
和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抢抓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努力推动新时代网信事业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吉林网络强
省建设新局面。 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景俊海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