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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日 11时许，搭载着高光谱观测卫星的长征四

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平

稳飞行一段时间后，待命于印度洋预定海域的远望 6号

船稳稳地捕获目标，接过陆海测控“接力棒”，顺利完成星

箭分离等多项关键动作的测控支持。

远望 6号船，是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这次

奔赴印度洋海域执行多项海上测控任务，总航程将超过

1.6万海里，海上作业时间将达76天。

10余年来，远望 6号船勇闯远洋深海，在波峰浪谷间

创造出我国远洋测控点位最远、纬度最高、捕获目标时间

最短等纪录。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远望6号船。

逐梦航天 使命光荣

“长江六号发现目标！”

“长江六号双捕完成！”

“长江六号跟踪正常，遥外测信号

正常。”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神舟十二号载

人 飞 船 在 酒 泉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点 火 升

空。太平洋某海域，远望 6 号船测控大

厅内，调度员李建川与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实时进行信息交换。

一组组数据、一句句语音、一帧帧

画面，经过高速计算、交换和刷新，精细

指标参数化作道道电波，穿越茫茫海空

奔向祖国。

“长江六号退出跟踪！”代号为“长江

六号”的远望 6 号船第 70 次任务——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海上测控圆满完成。

圆 满 成 功 的 大 红 屏 再 次 闪 亮 ，热

烈的掌声随之响起。虽然漂泊在茫茫

大 洋 上 ，距 离 祖 国 几 千 海 里 ，但 远 望

人 坚 信 ，祖 国 一 定 能 听 到 他 们 的 掌

声 ，人 民 一 定 能 感 受 到 他 们 的 喜 悦 与

自豪。

“ 这 次 神 舟 十 二 号 载 人 飞 船 发 射

任 务 ，我 们 是 唯 一 的 海 上 测 控 点 ，承

担着护送飞船入轨的重要职责。载人

飞 行 事 关 航 天 员 安 全 ，能 不 能 平 稳 地

接 过 陆 海 接 力 这 一 棒 至 关 重 要 。”任

务 开 始 前 ，远 望 6 号 船 测 控 系 统 负 责

人 刘 童 岭 对 所 有 机 房 进 行 了 例 行 巡

检 ，确 保 全 船 设 备 调 至 最 佳 状 态 ，等

待 神 舟 十 二 号 载 人 飞 船 进 入 测 控 区

域 。 对 于 这 位 参 加 过 50 多 次 海 上 测

控 任 务 的 老 远 望 人 来 说 ，他 明 白“ 唯

一”二字的分量。

远 望 号 船 建 造 之 初 ，科 技 人 员 把

航天测控、航海气象、船舶动力、远洋

通 信 等 领 域 的 最 新 技 术 集 于 一 身 ，相

当于把占地几平方公里的测量站塞到

一艘船上。因此，远望号船被誉为“深

蓝科学城”。

1965 年 ，周 恩 来 总 理 第 一 次 提 出

“研制中国自己的航天远洋测量船”的

构想。同年，叶剑英元帅创作了一首题

为《望远》的七律诗。后来，毛泽东主席

欣然挥毫手书，将诗题改为《远望》。远

洋测量船便以毛主席手书“远望”命名。

同长征系列火箭、东风系列导弹一

样，中国远洋测量船被赋予了一个有着

特殊时代意义的名字。

1977 年，远望 1 号船、远望 2 号船相

继 下 水 ，我 国 成 为 继 美 、苏 、法 3 国 之

后，世界上第 4 个拥有航天远洋测量船

的国家。

1980 年 5 月，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

火 箭 从 戈 壁 大 漠 腾 空 而 起 ，位 于 南 太

平洋预定海域的远望 1 号船、远望 2 号

船 及 时 捕 获 目 标 ，进 行 全 弧 段 跟 踪 测

量，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此，我国实

现了航天远洋测量从无到有的历史性

跨越。

当年，远望 2 号船停靠外港时，这

艘 拥 有 众 多 高 科 技 装 备 的 巨 轮 ，让 海

外游子为之自豪。远望 6 号船执行完

神 舟 八 号 任 务 离 开 新 西 兰 奥 克 兰 港

时 ，华 侨 、留 学 生 、大 使 馆 工 作 人 员

等 ，站 在 岸 边 拿 着 国 旗 齐 唱《歌 唱 祖

国》。 船 员 也 举 起 国 旗 同 唱 ，嘹 亮 的

歌声响彻海天。

自 2008 年交付使用至今，远望 6 号

船 33 次远征大洋，累计航行 2000 余天、

航程 40 余万海里，执行任务 70 余次，在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留下了中国

航天人的足迹。

向海问天，追星逐箭。远望 6 号船

驰骋浩瀚大洋，将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

梦想镌刻在了星辰大海。

精妙测控 精准捕捉

伫立在远望 6 号船上甲板，3 座白

色形似“大锅”的天线格外瞩目。它们

宛 若 一 双 双 巨 手 ，准 备 着 伸 向 浩 瀚 苍

穹，摘取那耀眼星辰。

那些看不见的电波，就像放风筝人

手中的线，通过它可以实现对航天器的

测量和控制。

从船艏到船艉，依次是 X、S、C 频

段 测 控 设 备 的 天 线 。 其 中 ，X 频 段 测

控 天 线 作 为 深 空 探 测 设 备 ，主 要 执 行

对 月 球 、火 星 等 星 体 的 深 空 探 测 任

务。远望 6 号船测控系统分管负责人

魏 连 魁 介 绍 ，这 是 我 国 首 套 船 载 X 频

段测控天线，特点是频率高、探测距离

远 ，但 相 应 波 束 特 别 窄 。 提 高 捕 捉 效

率 ，对 科 技 人 员 各 项 能 力 素 质 有 着 更

高要求。

2020 年 7 月 23 日，全球目光聚焦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拉开序幕，远望 6 号船是此次海

上测控最为关键的一环。

当长征五号火箭承载着中国人更

多的梦想起飞，远望 6 号船作为陆海接

力测控的“第一棒”，及时发现并精准捕

获目标，X 频段测控天线一捕即中，用

“满分”表现完成了火箭一级工作段末

段及二级一次工作段的火箭测量和环

绕器测控任务。

“众多雷达天线中，X 频段测控天

线就像一把狙击枪，精准命中 10 环。”时

间已过去一年多，但魏连魁对当时情景

仍记忆犹新。

海上测控面临比陆上测控更加复

杂的环境，对于精准度要求永无止境的

航天任务来说，容不得半点闪失。

回想起远望 6 号船首次执行任务时

惊心动魄的一幕，该船副船长徐正峰至

今心有余悸。

2008 年 9 月 26 日，徐正峰还是一名

调度员。神舟七号任务前 3 小时，雷达

突发重大故障。要想恢复正常工作，需

要重新用多根线缆连通主要信号。

应急抢险人员迅速抢修，很快从十

余 套 设 备 、数 百 根 线 缆 中 找 准 了 故 障

点。找工具、剥线缆，他们以最短时间

剥掉上百根线缆用来应急短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突然，一声长达 25 秒的警铃声在远

望 6 号船上空响起——已进入一级测量

部署。这意味着，还有 30 分钟时间，神

舟七号飞船将进入远望 6 号船测控区。

在任务前最后 30 秒钟，抢修终于完

毕，天线缓缓指向天际，牢牢锁定目标。

线缆接好后，由于线缆较多、长度

变短，天线方位转动角度受限。为确保

万无一失，防止二次损坏，5 名抢修人员

顶着辐射，用手托着线缆跟随天线一起

转动……

“那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自

己跟祖国使命紧密相连！”徐正峰说。

远征大洋 自力更生

为了得到更高的轨道精度，每次任

务前的标校，是远望 6 号船航程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

远望号测量船队传统的标校方法

是放飞信标球，让测控雷达进行标定。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测控系统

工程师顾新锋和同事踏上了标校无人

机的研制之路。

经 过 探 索 实 践 ，从 多 旋 翼 到 固 定

翼，从尾部螺旋桨到前翼螺旋桨，从手

抛 式 到 使 用 弹 射 架 ，从 接 连 坠 落 到 成

功 起 降 回 收 ，顾 新 锋 带 领 团 队 经 历 一

次 次 尝 试 与 失 败 后 ，终 于 有 了 当 今 的

稳 定 机 型 和 回 收 方 式 。 从 此 ，标 校 成

本 大 大 降 低 ，标 校 灵 活 性 和 效 率 大 大

提高。

在 2020 年 7 月火星探测任务流程

中，标校无人机持续飞行 60 分钟以上，

实现了多个频点标校。

如今，标校无人机的应用经过多年

摸索实践，日臻成熟，填补了无人机海

上标校领域的空白。

“以往，远望号船远洋航行传统上

是带着厂家师傅来‘保驾’的。”轮机系

统负责人胡存说，“考虑到每次任务出

海时间长，很早之前我们就在考虑如何

做好自行维修保障。”

2010 年，远望 6 号船轮机系统开始

实施“零保驾”。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

现 在 远 望 6 号 船 上 95%的 故 障 可 自 行

解决。

为了提高自力更生能力，远望 6 号

船成立了测控支持实验室、“创”团队、

“源”动力工作室等多个创新平台。

船舶在大海航行，一旦螺旋桨被废

弃的缆绳缠住，轻则主机超负荷工作，

重则直接抛锚停机。因为看不到、够不

着，水下排除故障难度很大。

“去年，我们添置水下机器人，添加

了新的功能元素。如今，这个小家伙已

立下 3 次大功。”胡存说。

近年来，以 80 后、90 后为主体的科

研队伍已担起时代重任，新一代“深蓝

科学城”正扬帆远航，闪耀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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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 6号船上的雷达阵列。 高 超摄

2020年初，远望 6号船再次远航，在船艉举行的“向祖国再见”仪式上，摆出了“干”字造型。 倪栋梁摄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类在考虑移

民火星。但火星不像地球那样，有足够

的氧气和水，表面温度还很低。有时刮

起 遮 天 蔽 日 的 沙 尘 暴 ， 一 刮 就 是 3 个

月。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很难适合人

类生存。

不过，人类向来善于适应和改造自

然环境。近期，来自荷兰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机器人建筑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团

队，就想到了在火星上“掘穴而居”：建

造混凝土结构的地下工程，使早期火星

移民来有所居，从而确保在火星上生存。

在遥远的火星上“大兴土木”，当

然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巨大的昼夜

温差和复杂崎岖的地形条件，对挖掘

和建设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为解决

这一难题，该团队计划用多台“泽布

罗 ” 建 筑 机 器 人 组 建 成 机 器 人 蜂 群 ，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使机器人蜂

群在施工过程中能互相交流、明确分

工，一部分机器人负责挖掘工作，另

一 部 分 机 器 人 则 完 成 加 固 墙 壁 工 作 。

同 时 ， 在 数 量 上 达 到 一 定 的 冗 余 度 ，

确保施工高效、不间断。

相较于“建筑工人”，“建筑材料”

问题更加棘手。火星距离地球太远，近

地点有 5500 万公里左右，远地点甚至

超过 4 亿公里。按照目前的航天技术，

从地球向火星运输建材，单程就需要耗

时半年以上，发射窗口期间隔又长达

26 个月，经济和时间成本太高。

基于此，该团队提出要尽可能就地

取材，把从地球上运来的宝贵水泥与挖

掘出来的尘土、岩石混合，现场制作混

凝土，并利用 3D 打印技术快速预制建

材。该团队还致力于多孔材料研发，不

仅可提高地下居所的隔热隔音等性能，

还能提高材料使用效率。

这些地下居所建成后，早期来火星

的移民就有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无论是

巨大的昼夜温差，还是肆虐的沙尘暴，

对于住在地下几米处的人类来说，都不

再是致命威胁。这比在火星表面建造帐

篷营地可靠得多。

利用机器人蜂群在火星上“掘穴而

居”，无疑为人类移民火星提供了全新

解决方案。随着空间技术、材料技术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火星上

的“安居梦”或许不再遥远。

上图为“泽布罗”机器人模拟工作

的场景。

在火星上“掘穴而居”
■夏 昊 王威澄

“想象一下，如果你需要陆地导

航，路径就可在你眼前直接规划。你

无须低头，也不必把视线从战场上移

开……”

由 外 军 军 官 描 述 的 这 种 新 研 发

的“梦幻装备”，叫 IVAS（集成视觉增

强系统）。除了具备光学相机、夜视

仪、导航瞄准等功能外，它最大的亮

点在于，AI 加持下的信息处理系统、

智能分析技术和混合增强现实技术

的综合应用。

先发制人。 IVAS 整合了夜视仪、

RGB 镜头、深度镜头以及眼球追踪镜

头，可结合枪支上的传感器，在夜间

或透过烟尘、遮蔽物观察目标，窥视

难以到达的区域。每个连级单位，都

可形成一个战术云端，接收这些视觉

信息，以视频形式实时上传；对于指

挥部，视觉信息更能体现战场真实环

境；对于单兵，战友间可通过共享获

取战场全貌，包括其他战友标注的敌

人位置或爆炸装置位置等信息，分享

给班、排甚至连级。除此之外，结合

物联网技术，不同武器装备也可实现

交互，系统能以同样方式，接收来自

其他有人或无人平台的传感器信号，

第一时间将画面呈现到视野里。通

过 IVAS 的态势感知能力、决策能力、

目标捕获能力、目标接触能力，全面

获取作战情报信息。

人 车 联 动 。 以 各 型 战 车 为 重 要

依托的陆军士兵，在封闭空间内，无

法 对 外 界 环 境 、特 别 是 对 潜 在 遇 袭

风险形成全面感知。IVAS 将从根本

上 改 变 这 一 点 ：通 过 遍 布 载 具 内 外

的 传 感 器 ，车 载 步 兵 可 在 IVAS 抬 头

显示器上获取战车外 360°无死角视

野的情况。

单兵帮手。通过 AI 和机器学习，

IVAS 具备面部识别、文本翻译、识别

对方身份等功能，可迅速识别特定人

员。当烟雾笼罩时，IVAS 可自动规划

导航路线、提供路线指南。

逼真战斗。 IVAS 最大的附加功

能是混合现实功能：利用增强现实和

机器学习技术，可创造逼真的训练环

境，用于作战规划和演习。佩戴 IVAS

的士兵可使用“士兵随身传感器”，通

过无人机作战测绘系统，实时描绘各

种作战环境下的全息图像，“人看地

图”将变为“人在图中”。作战人员可

在基于混合现实的合成环境中，快速

进行和重复小队级训练，依需求快速

开发和修改训练场景。战斗中，士兵

的相关数据将被采集，同步传至上级，

供上级分析实际战斗效果。IVAS 还

能模拟对手火力，并将其叠加至真实

环境中。

AI成就“梦幻装备”
■张 媛 吴 上

AI与军事

热点追踪

胡三银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