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用于全球组网

29日，北斗三号第九颗、第十颗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北斗导航全球组网从最简系统迈向基本系统的首组卫星。
北斗的建设，像一场马拉松比赛，既考验耐力又比拼速度。 作为“北斗大本营”之一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航天五院），此刻正面临批产新高峰：自去年 11 月发射北斗

三号首发双星开始，9个月发射 10颗星，北斗三号正在创造航天界的“中国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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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末的白令海， 寒风乍
起、 白雾常现。 已从上海出发近
10天的“雪龙”号到达了对北极
科考具有重要意义的白令海。 在
白令海公海海域，中国第九次北
极科学考察队开展了多项科考
活动，成果颇丰、初战告捷。

“入海”———“海翼”号水下
滑翔机布放成功

按计划， 考察队 28日首次
在白令海布放中国自主研发的
水下滑翔机。 在“雪龙”号后甲板
作业区，已经装载着观测仪器的
“海翼”号水下滑翔机等待着它在
白令海的首次应用。

繁琐的布放准备工作虽已完
成，队员们却依然隐隐担忧。水下
滑翔机在中国近海和大洋地区已
经布放多次，但在白令海和北极
科考中却是首次应用，并面临着
一些挑战。

考察队队员、中国自然资源
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丽娜告诉记者，位于中高纬地
区的白令海磁偏角比较大，可能
对水下滑翔机的导航造成一定
影响。 此外，白令海较大的涌浪
也容易干扰布放工作。

忐忑的心情并没有影响队
员们专业的操作。随着一声令下，
队员们将“海翼”缓缓吊起，再慢
慢送入海中。 北京时间 5 时 23
分，“海翼” 成功布放在白令海公
海，真正“张开翅膀”遨游在大海
中，开始对海域执行剖面观测。

“今天的布放工作还是很顺
利的。 ”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陈红霞告诉记者， 前期的充分
准备和沟通、 合理的作业人员设
置、较为良好的海况，再加上全船
人员齐心合力， 共同促成了这次
布放工作圆满完成。

“探天”———探空气球追踪
气象要素

除了“入海”，还有“上天”。
28日，队员们释放了此次北极科
考的首个探空气球。

这是此次北极考察队首次
“停船”作业，较好的海况给释放
探空气球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条
件。

�释放探空气球需要多人协
力完成。考察队队员、国家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宋晓姜告
诉记者，这次释放的探空气球可
以上升到 3万米以上的高度。

宋晓姜说，探空气球可以观
测到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向
风速等要素，并把数据传输到地
面。 通过对原始观测数据的计算
和反演，可以刻画出大气的垂直
廓线，从而了解整个大气以及边
界层的条件。

“3、2、1！ ”北京时间 7时 15
分，队员们松开手，探空气球腾空
而起。

白色的探空气球，装载着观
测仪器， 承载着队员们在气球表
面写下的祝福———“快乐航行、平
安回家”， 飞扬在白令海的天空
中。

“追雾”———国产观测仪器
探寻海雾奥秘

像雾像雨又像风，随着“雪
龙”号从上海一路北上，雾气茫茫
的天气状况逐渐增多。

28日上午，海雾氤氲，考察
队队员、 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李
涛开始了他的科考工作。 李涛是
一名“追雾者”，在此次科考中，他
们将利用“海雾能见度剖面仪”对
海雾的物理和辐射特性进行观
测。

这个仪器由中国海洋大学

自主研发， 它被装载在一个较小
的探空气球上， 随着气球升入空
中。

“这个仪器是首次亮相北极
科考。 ”李涛告诉记者，该仪器在
应用领域也有着一定的价值：若
能进一步研究揭示海雾辐射和能
见度之间的关系， 就能通过海雾
能见度剖面仪获得的数据推算观
测区域的能见度， 从而为船舶航
线规划提供支撑。

“由于北冰洋海冰减少，开
阔水域面积增加，导致海气之间
的相互作用增强， 夏季北冰洋海
雾形成频率增加。 ”李涛说，北极
“追雾”旨在观测海雾对太阳辐射
吸收的情况， 为研究北极上层海
洋热力学过程及其与海冰的相互
作用提供数据基础。

“雪龙” 号计划明天进入北
极圈，开启下一段丰富的科考征
程。 /新华社

罹患抑郁症何以通常伴有
睡眠问题？ 由复旦大学科学家
领衔的国际合作团队在脑神
经机制层面为这一问题给出
答案。 其研究结果显示，外侧
眶额皮层，楔叶以及背侧前额
叶皮层等脑区，共同构成抑郁
问题与睡眠质量关系的脑神
经环路基础。 这一研究有望为
改善抑郁症患者睡眠质量问
题，甚至给治疗抑郁症带来革
命性突破。

近日，该研究团队相关论
文以《人脑功能连接调制抑郁
问题与睡眠质量关系的机制》
为题，发表于精神疾病顶级杂
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
学卷》。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
计，全球有超过 3 亿抑郁症患
者。 临床上，70%的抑郁症患
者有睡眠问题，而有睡眠问题
的群体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
风险也显著高于睡眠正常群

体。 研究团队介绍，两者间的
紧密关系在一百多年前已经
被发现，但其背后的脑机制却
长期不甚明晰。

科研人员通过整合国际
两大脑影像数据库———美国
人脑连接组计划以及英国生
物银行，对近万名被试的影像
行为大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
睡眠质量较差人群的外侧眶
额皮层（负面情绪相关的脑功
能区）、楔叶（自我相关的脑功

能区） 以及背侧前额叶皮层
（短时记忆相关的脑功能区）
等脑区间的信号同步性（功能
连接）显著升高；同时，这些神
经环路在具有较高抑郁症打
分的人群中也呈现显著升高
的模式。 正是这些同步性增强
调制着抑郁与睡眠间的关系。

对此，复旦大学类脑智能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
峰对一种可能性进行了阐释：
这些脑区间的连接增强可能

使得这组人群长期处于某些
负面情绪中，进而导致睡眠质
量下降。

“找到同时与抑郁和睡眠
问题相关联的脑神经环路，意
味着将在临床层面为针对这
两种心理问题的治疗提供新
的靶点脑区。 通过对这些脑区
进行特定的刺激，或将同时改
善抑郁症状和睡眠问题。 ”冯
建峰说。

/ 新华社

“入海、探天、追雾”
———“雪龙”号在白令海科考初战告捷

复旦科学家揭示抑郁症与睡眠问题的脑调控机制

随着北斗三号“老九和老
十”成功入轨，如何“更好、更快、
更强”地完成北斗三号卫星的研
制生产任务，成为摆在航天五院
研制团队面前的首要课题。

发射场数星待发、 总装大
厅十余星在研、 后续任务设计
已经跃然纸上……不论在哪，
北斗三号的研制都呈现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 发射场的卫
星试验人员较以往减少近一
半， 在发射场的全流程时间缩
短近三分之一， 研制人员和研
制周期都大幅缩减。 如今的北

斗三号更加注重以科学的管理
加强卫星地面试验验证， 成为
“批产”北斗的创新秘诀。

北斗三号卫星总指挥迟军
介绍， 以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
第九颗、第十颗卫星为例，航天
五院首次在北斗三号卫星测试
中采用远程测试的方法， 前后
方实时联动， 极大地发挥了后
方判读专家的保障作用。

2018年 3 月 30 日，8 颗北
斗三号卫星在空间“棋盘”上就
位， 完成了北斗三号最简系统
的部署， 通过扎实的在轨试验

对几大系统进行了全面“演
练”。 这一目标实现后，刚刚成
功发射的双星便开始向基本系
统建设迈进。

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
平介绍：“北斗三号卫星是由三
个轨道面 30 颗卫星组成的，具
体包括三颗同步静止轨道卫
星、 三颗同步倾斜轨道卫星和
24颗中圆轨道卫星。 为了建设
北斗星网， 兑现全球导航的承
诺， 后续的组网任务将更加紧
迫， 北斗三号将以更高速的节
奏布网。 ”

“批产”北斗：向基本系统建设迈进

在总装厂房里，卫星旁边总
是站着一个“奇怪”的人。 他头
戴一个神秘装备， 不时喃喃自
语，“拍照、录像、停止”，活生生
一个“未来战士”。

其实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总
装检验人员，正全神贯注开展卫
星总装测试过程检验记录工作。
他头戴的神秘装备是航天五院
科研人员最新研制的数字化智
能总装检验装备， 这项装备实
现了智能穿戴装备、AR（增强现

实）技术与各航天器型号平台检
验过程的完美结合，在北斗三号
卫星中成功应用。

自 2017 年起，在项目团队
共同努力下，航天五院攻克了一
系列智能装备与检验作业集成
相关关键技术，开发了基于各型
号平台的数字化总装检验系统。

一些一线科研人员告诉记
者，智能系统在解放作业人员双
手的同时，还形成了检验作业培
训、作业引导、结构化数据采集、

多媒体记录、检验数据包自动生
成等功能，不仅提高了检验作业
的规范性，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提高航天器型号数据包管理
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 人工智能新技
术在未来卫星总装测试工作中
应用前景光明，项目组后续还将
根据航天器总装工作特点，开展
总装过程预警等各项功能的开
发， 助力导航卫星等各型号研
制。

身穿“AR”：智能新技术助力卫星装配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导航

卫星， 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30颗北斗卫星、 有效载荷全部
实现国产化，并且只有 2到 3年
的时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

“如果说要实现一两颗卫星
有效载荷的国产化，按照传统的
研制方法还能解决， 但是 30颗
卫星数量巨大且种类各异，就必
须寻求更高效的办法。 ”航天五
院西安分院北斗三号卫星副总
设计师张立新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航天五
院西安分院在原子钟、行波管放

大器、固态放大器、微波开关、大
功率隔离器等 5大类 19项国产
化部件方面推进研制，并以“全
国大联合”的方式，抓总组建了
由 20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
的研制队伍，最终实现了有效载
荷部件全部国产化。

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
者：“北斗三号性能在北斗二号的
基础上，提升了 1至 2倍的定位
精度，建成后的北斗全球导航系
统将为民用用户免费提供约 10
米精度的定位服务、0.2米 /秒的
测速服务。 ” /�新华社

造“中国星”：30 颗北斗卫星有效载荷全部国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