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今天，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航天局、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合肥市人民政府、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深空探测实验室承办的2023年“中国航

天日”主场活动在合肥市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今

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主要包括启动仪式、中国航天大

会、第一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空天信息产业与商业

航天发展研讨会、航天科普系列展览、中国航天文化艺术

论坛等。围绕“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这一主题，将同期举办

航天开放日、科普讲堂、知识竞赛、有关交流与研讨等400

多项活动。

自2016年起，国务院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

天日”，旨在弘扬我国航天精神，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梦

的强大力量。活动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举办，合肥是第

八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举办地。那么，这场航天界的

大会今年为何花落合肥？

近年来，合肥积极依托自身产业和创新优势，不失时机抢

占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新风口。目前，合肥已成为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之一，拥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科创支出占比“领跑”

全国，大科学装置数量全国领先。除了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

验室、北斗导航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安徽数据与应用中心外，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国

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等相继落户合肥。

在卫星制造方面，合肥基于中国电科38所、量子国家

实验室的卫星载荷设计、制造能力，新引进的银河航天、天

仪研究院等企业，不断填补卫星总体制造空白；在卫星发

射方面，合肥主导或参与发射了巢湖一号、墨子号、天链二

号、高分十号等多颗卫星，“巢湖一号”与“海丝一号”实现

组网观测；在数据运营方面，合肥招引中科星图、航天宏图

等企业与北方雷科、若森智能、四维图新等本土企业形成

优势互补，为自然资源、智慧城市、生态环境等行业提供系

统化解决方案。

2021年底以来，合肥瞄准战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如今，全市新签约空

天信息类项目共31个，协议投资额超200亿元。这里已成为

空天信息产业关联企业心之向往的“创新磁场”。一年多时

间，航天宏图、银河航天、恩斯迈、零重力、北航天宇等一批龙

头企业相继落地、运营，初步形成了航天产品设计、制造、集

成、测试、试验及信息服务的全线能力。

目前，合肥市高新区已聚焦打造空天信息核心园区，

中安创谷挂牌“合肥市空天信息产业园”，将空天信息产业

纳入“未来科学城”空间规划，按照卫星制造、火箭制造、地

面设备、终端设备、数据应用、太空探索、测试平台等产业

环节，集聚产业上下游企业与项目，加速制造项目招引与

科技成果转化。

未来，合肥将围绕打造全国示范的“中国星城”，加快

推动星座体系建立，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布局，在卫星、火

箭、航空材料、芯片制造、终端设备等领域强化布局，推动

产业链向制造、材料、设备、终端等上下游领域拓展。

为进一步弘扬并传承新时代中国航天精神，普

及中国航天知识，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勇于创新的

精神，在“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合肥市王卫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妇联开展了“童心筑梦探苍穹，航

天强国向未来”主题活动，小朋友们一起动手制作航

天模型。 童畅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星报讯（星级记者 黄洋

洋 文/图） 位于巢湖之畔的安

徽创新馆，是安徽省创新发展

的引领性工程。走进展示着

1800余件创新成果的创新馆1

号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

展厅最中央的一组展示安徽重

大科技成果的系列展品。从“火

星探测器着陆关键缓冲元件”再

到“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一件

件与空天信息产业相关的展品

向人们展示着合肥这座正在崛

起的科创之城的“空天雄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

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近两年，安徽省瞄准空天信息领域，迅速布局。《合肥

市“十四五”空天信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十四五”末形

成100亿元左右规模的卫星制造产业、500亿元规模的“通导

遥”数据综合应用及配套产业，全产业链规模达1000亿元。得

益于安徽省、合肥市对空天信息产业的支持，2021年11月，中

科星图GEOVIS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落地合肥高新区。

4月22日下午，在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合肥有限公司展

厅，大屏上滚动着巢湖岸线2015年-2020年的卫星影像

图。通过图像对比，“水清岸绿”的巢湖直观地呈现在人们

眼前。中科星图副总裁、星图地球高级副总裁刘源浩向记

者介绍，“‘数字地球’通过把卫星大数据承载起来，为各行

各业提供服务。把卫星的数据获取下来经过超级计算机

处理，形成面对下游可应用产品，赋能政务、环保、自然资

源等领域。”

截至目前，中科星图已在合肥落地了星图地球、星图

测控、星图智慧、北斗伏羲4家公司，并正式开始建设GE-

OVIS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中科星图在线数字地球产品发

布后也呈现良好应用态势，截至2022年底星图地球数据

云业务已有超过1000家企业认证用户，星图地球APP种

子用户下载量超过200万次。

4月23日，在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的中科院近

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等离子体实验室内，中国

科大刘宇副教授正在带领该校学生进行螺旋波源实验。

“空间等离子体实验室内主要聚焦于开展空间等离子

体环境的地面模拟研究。各类航天器在发射之后会在不

同的环境下运行。无论是围绕地球运行的‘北斗’还是前

往火星的‘天问’，它们所处的都是空间环境。与地面环境

相比，空间环境最大的不同就是存在大量的等离子体，且

不同区域的等离子体环境各不相同。因此，了解空间环境

中等离子体的参数情况对于航天器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了解空间环境的最直接方法是通过发射卫星进行就位探

测。但成本相对较高且很难对同一空间区域进行重复、广

泛和高精度的探测。因此，我们选择采用实验室模拟空间

等离子体的方法来了解空间等离子体的某些特性。通过发

展多种原创方法，就可以充分认识航天器的工作环境以及

这些环境受到太阳风暴等空间天气的影响过程和机理，从

而能够为航天器运行提供保障。”刘宇向记者介绍道。

除此之外，该实验室在研究过程中也研发了多种空间

探测技术，部分也在航天领域得到转化应用，例如在实验

室中研发的一种平装探针技术，具有飞行器表面共形的优

势，能够在不干扰飞行器工作前提下开展参数测量。目前

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重大航天任务中得到应用推广。

4月22日下午，在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合肥有限公司展厅，大屏幕上呈现着合肥市

政务区的卫星图像

在安徽创新馆展示的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发的“嫦娥钢”材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主要研制单位的“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模型

中国科大科技活动周启动
星报讯（记者 祁琳） 4 月 22 日，作为第八届

“中国航天日”系列活动之一的中国科大2023年科

技活动周拉开帷幕。今年的科技活动周共开放国

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星系宇宙学重点实

验室等29个科普点，开展空间科学科普讲座、探地

雷达探测等118项科普项目，学校组织了大量的科

研人员进行现场演示和讲解，逾1.5万人通过团体

预约进校参观。

现场，记者看到，西区工程科学科普点有激光

内雕、3D打印、双臂协作机器人、移动机器人、工业

机器人、航模飞行模拟和演示等。志愿者为小朋

友讲解 3D 打印的原理，并鼓励他们亲手试验一

番，让大家感受到了工程科学的魅力之处。生命

科学与医学科普点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 2023 肠

道科学与艺术科普插画巡展、标本展示、制作叶脉

书签、科普讲座和显微世界等。其中，叶脉书签的

制作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小朋友，通过亲自动手制

作叶脉书签，既增进了小朋友对大自然的了解，又

锻炼了动手能力。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内，不仅有火灾科普

知识讲座及展示，还有消防安全知识及VR火灾场景

体验、火灾趣味实验演示和火旋风演示，引发了大家

的阵阵欢呼声。在火旋风实验演示中，通过实际操

作，给公众带来火焰燃烧的全方位展示，前来参观的

家长和同学纷纷表示大开眼界。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在本次科技活动周期间，该

校定点帮扶地区和研究生支教团服务的贵州省六枝

特区及金寨、海原的中小学生们也应邀来到中国科

大，亲身体验科技的魅力。此外，还有其他来自全国

各地优秀的中小学生随学校组织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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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今在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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