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4 日，“复旦一号（澜湄

未来星）”卫星在山东海阳东方航

天港搭载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

颗由复旦大学与上海航天空间技

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空间公

司）联合研制的小卫星，将围绕太

阳大气数据和澜湄区域大气数

据，开展跨国科学研究，促进澜湄

六国科技合作。

卫星装载对日紫外光谱仪、

毫米波大气湿度廓线探测仪等载

荷，采用空间公司自主开发并经

过在轨验证的SASTX-50微纳卫

星平台，运行在500km太阳同步

轨道。仰望星空的复旦人，从此

有了一颗“复旦星”。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明及相关

院系、部处负责人在现场见证卫

星发射。

科研之星：同时观测太阳和
大气，两载荷两芯片齐上天

“复旦一号”重约50公斤，主

体为50cm的立方形，搭载两个载

荷。主载荷为“核科一号”对日探

测光谱仪，旨在获取紫外波段太

阳大气的精细光谱。该载荷由复

旦大学马余刚院士指导，复旦现

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杨洋副教授团队负责设计研发。

研制过程基于核科学与技术

系在天体实验室物理领域的积淀

以及在紫外光谱仪研制上的经

验，在光谱学应用原理、紫外波段

观测技术等多方面进行创新探

索，开拓了自主研制空间高精度

紫外光谱仪的新技术领域。

太阳的耀斑环观测研究是其

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目前，

国内对耀斑进行优于 0.1nm 的

280nm波段光谱线型观测尚属空

白。该载荷将实现我国首次对该

波段的极光谱观测。

卫星搭载的第二个载荷是毫

米波大气湿度廓线探测仪。该载

荷获取的数据可服务我国黄河、

长江、珠江等水系及“一带一路”

地区的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灾

害监测、海洋管理等，为水资源监

测和预警提供数据支撑。

“核科一号”还附载一套由周

鹏教授设计的“青鸟”二维通信与

存储芯片测试装置，该装置是国

际首次测试二维半导体芯片在空

间中的特性，有望为我国空间电

子器件带来跨越式发展。

外交之星：服务澜湄六国科
研，为青年提供交流平台

“这次卫星发射将进一步推

动澜湄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促进澜湄各国外交关系与民间往

来。”发射现场，来自泰国的2023

级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生 林 蕖 陆（Kotchaphop Korn-

phetcharat）作为留学生代表观摩

发射过程。

据悉，卫星计划利用复旦自

研“核科一号”对日紫外光谱仪，

为相关太阳活动理论研究贡献中

国团队的实验观测数据和研究。

复旦将设立国际联合研究项目，

携手澜湄流域及“一带一路”国家

高校和研究机构，为澜湄六国青

年学者提供交流学习平台。

“复旦一号”的研制得到了多

方关心。2023年12月，澜湄合作

第四次领导人会上，六国共同发

布《澜 湄 合 作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7）》，行动计划将科技

创新作为合作重要领域，明确提

出“深化卫星研制、卫星地面站等

领域合作，助力澜湄国家航天能

力建设”。

今年8月举行的澜湄外长会

议上，王毅外长指出，“中方愿同

湄公河国家继续落实‘澜湄太空

合作计划’，尽快发射‘复旦一号·
澜湄未来星’，支持复旦大学筹建

澜湄青年天体科学研究中心，为

六国开展观测与技术应用交流提

供重要平台”。

多年来，复旦大学响应国家

外交战略的布局和要求，持续向

湄公河五国介绍和推广“一带一

路”倡议，举办澜沧江—湄公河地

区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大赛、“澜

沧江—湄公河青年在线：澜湄区

域治理”讲习班、“澜湄金色讲堂”

等青年交流活动。

友谊之星：联合技术攻关，
多方合作结情谊

去年11月，学校融媒体中心

记者来到空间公司。生产车间

里，技术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卫

星载荷进行调试等工作；办公楼

内，1:1还原的“复旦一号（澜湄未

来星）”模型，摆放在醒目位置。

从杨浦到闵行跨越大半个上

海，双方早已轻车熟路。在一年

多的研发与调试过程中，复旦与

空间公司双向奔赴，开展大量联

合研讨和现场测试，联合攻关技

术难题。

此次任务特殊，预留研制周

期短，双方引入许多新技术和方

案来实现科学要求，集思广益、不

断实验、完善应用。比如电子系

统可靠性的综合设计，就是经历

多方多轮“争辩”得以完善。再如

光谱仪在太空中的防辐射和形变

问题，“所幸物理系前辈创办的复

享公司在光谱仪方面拥有很多经

验”，复旦人之间一拍即合，合作

攻关。

载荷研制过程中，马余刚院

士在关键节点、总体指标的可执

行性方面给予研发团队指导。杨

洋带领团队成员，与复旦各学科

的科研人员积极交流、激发灵感。

周鹏教授研发的一款射频和

存储芯片，希望能搭载“复旦一号

（澜湄未来星）”卫星升空测试。

当时研发接近收尾，技术人员巧

妙地进行设计，仅用一星期做成

‘移动硬盘’的形式，既满足芯片

数据传输与测试需求，又保障了

主、副载荷的正常高效运转。“复

旦人的芯片，搭载复旦人的卫星

上天，两全其美。”

以卫星研发为契机，复旦与

院所、企业了解愈深，合作愈进。

航天的专家为复旦“先修课堂”和

支教学校的同学授课，复旦学子

参加卫星研制的现场观摩以及航

天科普参观。双方进一步开展空

间材料的质子辐照实验，利用各

自优势资源，推动科研和教学（科

普）发展。

未来之星：星座组网计划启
动，学科“补天”未来可期

复旦学子深度参与卫星研

制，锻炼学习和研究能力。研究

生设计和验证光路，调研近地空

间质子及其他高能粒子的分布，

本科生在光栅效率方面的研究成

果，为团队提供重要参考数据。

更重要的是，学生心中埋下既仰

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种子。

长久以来，复旦的学科布局

较为完备，稍显缺憾的在“天”，即

天文方面。这次“复旦一号”的相

关课题试图学科“补天”。紫外波

段天体数据模拟走进课堂教学，

在一批学子心中播撒天体物理的

种子。

以“复旦一号”的发射为契

机，核科学与技术系将依托研究

成果，逐步开展有较强针对性的

不同类型的空间观测。“核科一

号”的太阳高精度光谱数据将被

复旦师生用于研究太阳活动的机

理。未来，院系将设计核天体物

理相关、其他复旦有研究基础的

空间实验载荷，进一步推进复旦

天体物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一个更宏大的“星座组网计

划”正在筹划中：未来逐步部署5

颗卫星，形成6颗星座，实现地面

1 小时重访，更高速地获得地球

水汽信息，提升天气预测的精度、

准确度，推动各方科研与合作。

当烈焰升腾、海洋震颤，当复

旦人再次仰望星空时，一个“复旦

卫星星座”有望呈现在眼前。

本报记者胡慧中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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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火 、升 空 ，“ 复 旦 一 号 ”发 射 成 功
仰望星空的复旦人，从此有了一颗“复旦星”

9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
忻州周”开幕，该活动由中共忻州
市委、忻州市人民政府、复旦大学
联合主办。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精
彩活动，包括1场启动仪式、5个
子活动以及为期五天的美食节和
艺术展。旨在深化复旦与忻州在
文化、人才、科研等方面合作，也
让复旦师生在品味忻州美食、艺
术的同时，感受忻州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这是复旦大学文化校
历“城市周”第三场活动。

提升能级，
开拓校地合作新篇章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林立涛，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艾竹，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方明；忻州市委书记朱晓
东，山西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
委人才办主任于鹏飞，忻州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珍，忻州市政协主席
范建民，忻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敏在复旦大学吴文政报告厅
共同启动“复旦大学·忻州周”。

裘新表示，此次活动是双方
加深合作的生动探索，把忻州的
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呈现在师生
眼前，把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活的
案例讲到师生心里，双方协力提
升校地合作能级，共同构建引领
师生服务地方的平台。期待双方

不断开拓校地合作新领域、新形
态，为共同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
篇章贡献力量。

于鹏飞表示，希望忻州以此
次活动为新起点，充分发挥本地
优势，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欢迎复旦大学持续深化
与山西的全方位战略合作，省校
携手共同打造引才品牌，实现资
源共享、互利共赢。

朱晓东对忻州发展作了深
入介绍。他表示，忻州与复旦虽
相隔千里，却有着频繁的校地互
动。希望更多优秀学子来忻发
展就业、创造美好生活，更多专
家学者来忻集智献策、投身科研

攻关，广大企业家朋友来忻投资
兴业、赋能忻州发展。

互相赋能，
深化“复忻”校地合作

近年来，复旦与忻州互相赋
能，校地合作取得新进展。今年7
月，复旦与山西省签订省校战略合
作协议。长期以来，复旦与忻州在
文旅产业、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等
领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以数字
化技术赋能忻州文化遗产保护，相
关成果在复旦校园里专场展出。
复旦在忻州一中设立“复旦学术实
践基地”，贯通人才培养长链条。

忻州市科技创新需求在启动

仪式上发布，校地联动支持计划也
同时发布。“田野思政·忻州课堂”
正式启动。忻州市文旅局与复旦
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签订项目
合作意向书。忻州市为复旦大学
专家教授颁发特聘专家、忻州市文
博顾问、校地联络大使聘书。

此外，活动主办方还邀请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技术专家在
复旦校园开展航天知识科普讲
座。忻州市县企事业单位人才双
选活动、忻州在沪人才座谈会、忻
州文旅＋专家咨询座谈会、复旦
忻州籍师生座谈会等活动也在复
旦举行。
本报记者汪蒙琪实习记者王双艺

第 三 个“ 城 市 周 ”：“ 复 旦 大 学 · 忻 州 周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