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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记者苏晓
洲、张漫子）23日晚，随着“宏图二号”09至
12星成功发射入轨后完成一系列调试并传
回高清影像和数据，由12颗商业雷达遥感
卫星组成的“女娲星座”开启规模应用，为
救灾应急、农业监测、海洋观测、能源开发
等提供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影像。

我国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分别在
11月9日、12月17日以一箭四星方式，将

“女娲星座”8颗商业雷达遥感卫星成功送
入距离地面520余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记者23日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
会了解到，入轨后，这8颗卫星在太空中先
后完成太阳帆板及数传天线展开、星地测
控数传链路测试、卫星状态监测、雷达遥感
载荷开机。它们与2023年3月30日发射

入轨、先期已在轨运行的“宏图一号”4颗商
业雷达遥感卫星完成组网。迄今，“女娲星
座”组网的商业雷达遥感卫星已达12颗。

看得清，是“女娲星座”的首个亮点。
“12颗商业雷达遥感卫星如同‘天眼’，能够
穿透云雾、雨层，全天时、全天候地对地观
测，采集到高分辨率的影像，成像分辨率达
1米。”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宇翔说。

覆盖广，是“女娲星座”的另一特点。
“女娲星座”计划发射114颗遥感卫星。目
前入轨的12颗商业雷达遥感卫星分别采用
车轮编队、90度等相位编队模式，具备了对
地遥感观测的全球覆盖能力。

效率高，是“女娲星座”的又一优势。
“我们自主研发的卫星设备，力争实现对特

定目标‘所见即所得’的实时遥感观测能
力，响应迅速，观测敏捷。从在地面向卫星
发出指令到数据传输回地面，不到1个小
时。”王宇翔介绍，运用大数据处理和人工
智能技术，星座对影像的解析效率也进一
步提升。

迄今，“女娲星座”采集的影像和数据
已在湖南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干堤溃决等
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中发挥作用，支撑
事件监测百余次。

“到2025年底，‘女娲星座’将至少形
成20颗卫星组网规模，进一步提升卫星响
应能力，提供更快速高效的信息服务。”王
宇翔说，这些高分辨率的影像和数据，有望
在应急减灾、防汛抢险、自然资源监管等方
面发挥更大应用。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月球年龄有
多大？科学界对此结论不一。一个国际研
究团队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月球
最早可能形成于45.3亿年前，比原来认为的
更“年长”。

太阳系约在46亿年前开始形成。关于
月球起源，此前一般认为，月球是在新生地
球和一颗火星大小的岩石相撞后形成的，当
时月球表面布满了岩浆海洋。根据此前对
月球岩石样本以及月球锆石颗粒的研究推

算，月球年龄在43.5亿岁至45.1亿岁之间。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一问题，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利用计算机建模证明，月球可能经历了充足
的潮汐加热，导致月球表面在43.5亿年前发
生了“重熔”，这会“重置”月球岩石的年龄，
导致月球的真实年龄“被掩盖”，同时还保留
了罕见的早期形成的锆石。

研究人员据此推断，月球形成在44.3亿至
45.3亿年前。此外，月球“重熔”事件或许解释

了为何撞击形成的月球撞击盆地比预期的要
少，因为这些盆地可能在“重熔”中被抹掉了。

研究人员解释说，“重熔”发生的原因，
类似于导致地球海平面上升和下降的潮汐
效应。月球诞生之初，其绕地球的轨道比现
在低得多，地球对月球的潮汐效应也更强。
地球对月球施加的力量，可能导致广泛动荡
和剧烈加热。

研究人员计划未来进行更复杂的建模，
以确定潮汐加热对月球地质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鲸在哺乳动
物中以长寿著称，美国《科学进展》杂志近日
刊文称，最新研究方法发现有些鲸的寿命甚
至可能是人们所认为的几乎两倍。

已知有几种鲸能活过100岁，如弓头
鲸、蓝鲸等。研究人员此前采用几种方法来
评估鲸的年龄，如计算耳垢的层数、测量眼
睛蛋白质的化学转化速率等。然而，这些分
析样本很难获得，耳垢堆积分析等方法也并
不适用于所有鲸类。此外，由于20世纪捕
鲸活动猖獗，许多高龄鲸被捕杀，还活着的
大多数鲸可能相对年轻，使得识别任何幸存
的老年鲸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研
究者发现一种推断鲸年龄的新方法，将历史
照片记录与保险公司用来设定人寿保险费
率的统计方法相结合。研究人员没有从死

鲸身上提取样本，而是参考了
它们的图像资料目录，这些目
录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
代。利用这些记录，研究人员
可通过外表来识别单个鲸，并
判断出个体何时可能因死亡
从种群中消失。将个体消失
的数据输入标准统计模型后，
模型可预测鲸种群中有多少
比例能够存活到不同的年龄
阶段。

基于该方法，研究人员估算了北大西洋露
脊鲸和南露脊鲸的寿命，这两种露脊鲸过去都
曾遭到大规模捕杀。新研究结果显示，南露脊
鲸的中位寿命约为73岁，其中10%可以活到
132岁以上，接近于此前估计的两倍。而由于
过度捕杀、船只撞击等因素，北大西洋露脊鲸

显得更为脆弱，正处于灭绝边缘。研究表明，
北大西洋露脊鲸的平均寿命只有22岁，只有
10%的个体有可能活过47岁。

研究者称，南露脊鲸的寿命比人们预想的
要长得多，这一真实情况可能也适用于其他鲸
类。过去的捕鲸活动掩盖了它们的长寿情况。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长期以来，
大规模火山爆发被认为是导致恐龙灭绝的
主要原因之一。日前发表在美国《科学进
展》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认为，小行星撞击地
球才是导致恐龙灭绝的主因。

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比较流行的主要
有“小行星撞击说”和“大规模火山爆发说”
两种假说。“小行星撞击说”认为，大约66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坠落在地球表面，引发的
大爆炸导致了恐龙灭绝。“大规模火山爆发
说”认为，在小行星撞击地球前后，地球上发
生了一系列火山爆发事件导致了恐龙灭绝。

在本项研究中，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古代泥炭中的特定化
石分子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小行星撞击地球
之前约3万年，地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火山
爆发，当时气温至少下降了5摄氏度，据推
测降温可能是由于火山硫排放阻挡阳光到
达地球表面所导致。

然而研究人员也发现，在小行星撞击地
球前约2万年，地球气温已回升至火山爆发
前的水平，这段时期的全球回暖很可能是由
火山爆发释放的二氧化碳带来的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火山爆发及释放的二氧
化碳和硫会对地球生命产生重大影响，但这
些事件发生在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数千年
甚至数万年，可能在恐龙灭绝中只起到了很
小的作用。相比之下，对恐龙造成致命打击
的是小行星撞击引发的一系列灾难，包括野
火、地震、海啸以及由此带来的“冬天”——
阳光被阻挡、生态系统被摧毁等。

“女娲”开“天眼”

12颗商业雷达遥感卫星
开启规模应用

11月9日11时3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航
天宏图PIESAT-2 01~04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月球年龄在43.5亿岁至45.1亿岁之间？ 恐龙到底是被谁“灭门“的？
科学家找到新证据

新研究显示鲸鱼寿命可超1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