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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一体化大模型助力航天应用场景升级
▶ 本报记者 张伟

4月24日，一款名为“华山大

模型一体化系统”的软硬件一体

化大模型产品，在上海市2025年

“中国航天日”活动上正式亮相。

这是首款航天私域大模型

“华山”的升级迭代成果，配备

“华山”大模型基座、提供国产自

主可控硬件平台方案，还融合了

知识库、知识图谱及配套工具，

可“开箱即用”，为用户提供便捷

的菜单式服务。此产品问世，有

望打破以往大模型应用对服务

器及配置环境要求高、投入成本

高的问题，并可大幅度降低AI应
用于航天场景的成本。

AI助力卫星管理

随着卫星互联网、千帆星座

等计划的加速推进，我国进入卫

星密集部署阶段，由于卫星数量

的增加，“航天+AI”成为必然的

技术趋势。为应对卫星管理数

量级变化，2024年 10月，西安中

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天塔”）发布航天私域

大模型“华山”，首次将大语言模

型应用在航天领域产品上，运用

AI帮助用户完成航天器智能操

控、轨道计算与分析、指令代码

生成等航天器在轨管理工作。

中科天塔总经理曾伟刚说：

“通过AI，我们看到了低成本、高

效率卫星管理的可能性。”曾伟

刚表示，卫星发射成功后，需要

靠卫星在轨管理实现卫星正常

工作。通过管理，定期自检、及

时发现并修正问题，能有效延长

卫星工作时长，为用户节省研

发、制造以及发射成本。

2024年年底，长光卫星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天塔签订

合作协议，将“华山”大模型应用

于“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轨 100

多颗卫星的管理中。

让AI应用于更多场景

本次发布在“中国航天日”

活动路演区举行。据中科天塔

CTO董卫华现场介绍，“华山大模

型一体化系统”是在“华山”基础

上进行技术优化，帮助用户省去

算力估算、大模型适配以及设备

环境调试等环节，开机即可调用

智能检索、轨道计算、故障诊断

等航天器控制领域的核心功能，

降低了大模型在航天领域的应

用门槛。

“我们设计‘华山大模型一

体化系统’的初衷，就是为了解

决当前领域内的痛点问题，让用

户能够更加高效地使用大语言

模型，并围绕大语言模型构建更

多智能应用。相较于目前主流

的只部署通用大模型的一体机

设计，‘华山大模型一体化系统’

应用综合成本降低可以达到50%
以上。”董卫华说。

该系统使用国产自主可控

硬件平台方案，从核心芯片到关

键组件实现国产化替代，并支持

本地化部署。

此外，“华山大模型一体化

系统”集成了智能检索（华山智

瞰）、智能数据分析（华山洞察）、

轨道计算控制（华山驭轨）、故障

诊断（华山溯因）等基础智能体，

还配备大模型微调、提示词工

具、知识库管理和知识图谱构建

等配套工具，形成了完整的功能

体系，全面覆盖航天业务需求，

提供“一站式”智能化解决方

案。它能够快速精准检索海量

航天数据，用户输入关键词或问

题，即可迅速获取所需信息。可

以精确计算轨道变化，生成最优

控制策略。在发生异常时，能迅

速分析故障现象、追溯根源并提

供解决方案，降低故障对航天任

务的影响。

迭代优化助力航天智能化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华

山大模型一体化系统”已经进

入产品测试阶段，后续将开放

样机试用，根据用户反馈持续

迭代优化。

中科天塔成立于2017年，作

为从事卫星测运控相关软硬件

产品研发的商业航天企业，其核

心技术团队拥有超过 20年的航

天器在轨管理经验，致力于把云

计算、大数据和AI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航天产业深度融合。目

前该企业已自主研发了多款针

对卫星管理的智能化测运控软

硬件以及卫星应用产品，拥有近

2万条可参考的卫星测运控故障

诊断与处理的案例数据，以及

160多项知识产权。

曾伟刚表示，“华山大模型

一体化系统”的发布，是 AI 在

航天领域应用场景的延伸，中

科天塔将继续深耕航天垂直领

域，持续发力自主研发关键核

心技术，探索AI在航天领域的更

多可能性。

本报讯 (记者罗晓燕）4月

25 日，由中国国家航天局、生

态环境部、中国气象局、上海市

政府联合主办、三大洲机构共

同参与的航天应对气候变化国

际会议在上海市召开。会上，

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西光航天”）

发布了甲烷卫星“碳源+碳汇”

双首图。

作为中国首颗专注于点源

甲烷监测的商业卫星，西光壹

号04星已于2024年11月11日

发射入轨，集成高精度甲烷探

测、叶绿素荧光及多光谱成像

载荷系统，具备甲烷排放动态

监测、污染溯源及区域碳中和

评估三大核心功能。

据中科西光航天董事长兼

总经理秦静介绍，作为第二大

温室气体，甲烷的增温效应是

二氧化碳的数十倍。西光壹号

04星通过“碳源+碳汇”双轨监

测体系，可同步生成甲烷排放

分 布 图 与 叶 绿 素 荧 光 分 布

图。此次会上发布的印度和

孟加拉地区叶绿素荧光首图，以及

某煤矿甲烷泄露反演结果，展示了

该卫星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业排放

检测、燃气泄漏检测等领域的应用潜

力，为全球温室气体治理提供数据支

持和技术保障。

会议期间，中科西光航天与法国

Absolut Sensing 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成立“中法联合甲烷

排 放 卫 星 遥 感 监 测 实 验

室 ”。 法 国 Absolut Sensing
是全球太空温室气体高分

辨率遥感领域的领军企业，

以其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

经验在温室气体监测领域

享有盛誉。此次签约，标志

着双方在甲烷监测技术、数

据处理分析、卫星遥感应用

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开启，双

方将共同推动甲烷监测卫星

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为全球

气候变化的治理贡献力量。

此 前 4 月 23 日举行的

2025中法气候变化工作研讨

会上，中科西光航天展示了

西光壹号 04 星的“技术内

核”。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航

天科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潜

力。未来，中法双方有望进一

步强化技术合作，全面开展基

于卫星遥感监测温室气体的技

术合作，通过技术迭代、数据共

享，推动气候治理从“零和博弈”转向

“共同行动”。

中科西光航天方面表示，将不断

提升技术实力和服务水平，同时，积

极寻求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机会，

推动航天科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罗晓燕）4月 27日，

由中国低空经济联盟和湾区硅谷主办，

以“低空经济重新定义城市交通”为主

题的第二届全球低空经济论坛春季会

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低空经济联盟

理事长罗军发布《低空经济发展趋势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从空域管理、低空经济与通用

航空产业、空中和地面飞行保障设施、

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应用场景等 6个方面做了深度分

析。报告认为，千米以下空域将在未来

2年内逐步下放到地级城市。由于低

空飞行的常态化特征，其需求主要集中

在各个城市，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

管理将成为可能，这有利于快速申请、

快速审批，进入常态化以后的飞行运营

模式，按照准入条件和规划的航线运行

即可。报告建议，空域划分还需进一步

细化E类空域（300-6000米），明确划分

通用航空（3000-400 米）和低空经济

（1000米以下）的专用空域。

在谈到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时，罗军认为，当前由于没有统一的行

业标准，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后果，

一是可能无法满足将来高频率、常态化

的飞行保障需求，二是各个城市规划建设的空

中交通指挥平台由于建设主体不一样，标准和

接口不一样，将可能因为不能互联互通而成为

一座座孤岛。报告建议，加快全国低空交通一

张网的标准制定，推动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建

设，确保互联互通。

关于 eVTOL产业，报告分析认为，eVTOL

最大的市场不是文旅，而是城市空中的

士，eVTOL在 2030年左右将逐渐进入

千家万户，并成为最大的需求市场。在

前期，eVTOL将实行有人驾驶与无人驾

驶两套系统并行，但最终方向是无人驾

驶。而空中的士在城市运行将按照统

一规划的航线行驶，私人拥有的eVTOL
将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需求临时申请航

线。罗军认为，eVTOL是低空经济的产

物，主要解决两三百公里半径内，点对

点、端对端的飞行需求。对于发达国家

来说，主要用于城市空中的士和快递等

业务。

在谈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时，报告

指出，应用场景无处不在，应该在构建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飞行保障的情况

下有序推进。物流快递市场规模巨

大，普遍对时间要求较高，刚需客观

存在，低空物流快递最先受益。2025
年将实现 500 座通用航空机场的目

标，能够满足大型无人机飞行需求，

为 低 空 物 流 快 递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2024 年，我国快递市场规模显著增

长，全年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750.8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 1.4万亿元；全

年社会物流总额将超过 360 万亿元，

市场规模连续 9年位居世界第一。社会物流

成本稳步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在

未来两三年有望降到10%左右。

针对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罗军认为，在

达到一定基础设施条件的情况下，低空物流快

递应该先行，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再逐步推

进载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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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5年“中国航天日”活动中，中科天塔 CTO董卫华介绍“华山
大模型一体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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