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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琴

5月21-22日，在北京举行的

WGDC25全球时空智能大会上，

多位时空智能产业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与产业界人士围绕时

空智能技术、应用及发展趋势展

开交流研讨，推动时空智能赋能

千行百业。

时空智能加快发展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两院院士李德仁作主旨演讲

时表示，只要是物质世界就有时

空智能。大会现场发布的《时空

智能技术与应用白皮书（2025）》

指出，时空智能是以统一、高精

度的时空基准为基础，融合多源

感知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

行建模、推演、预测和决策支持

的技术体系。时空智能涵盖深

空、空天、空地、水下、社会经济

学等多领域。用通导遥算智能传

感网技术研究全球的时空智能，

从孤立卫星到对地观测大脑成

为行业趋势。

李德仁强调，要实现上述目

标，需要基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NSS）及其增强系统，进一步把

PNT（定位、导航和授时）与遥感

通信卫星结合在一起，把遥感一

体的大数据变成用户需要的小

数据，将“天上算”和“地面算”结

合，最终用通信卫星和地面5G手

段传到用户端，推动大众化、市

场化、国际化应用。

此外，李德仁透露，“东方慧

眼”时空智能星座要在2030年完

成252颗卫星在轨，该星座集成了

高精度遥感、大范围成像、全球领

先的星载计算力及多模通信于一

体，解决对地球的观测。

据悉，“东方慧眼”时空智能

星座由李德仁担任首席科学家，

由陆海空间（烟台）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作为投资、建设、运营主

体。该企业卫星工程部主管张

静依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东

方慧眼”时空智能星座计划通过

时空智能计算卫星星座组网观

测、全球稳定覆盖+超高空间分

辨率组合、智能规划与观测、场

景需求分析等措施，提高卫星观

测效率、时效性和准确度，服务

环境监测、资源管理和智慧城市

发展等关键领域，逐步将时空智

能服务能力提升至分钟级。

千 寻 位 置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CEO陈金培表示，时空智能最大

的想象力不仅停留在万里之遥

的高空卫星中，更应该在万物互

联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中。

伴随AI浪潮，时空智能的发展速

度已经超过任何时期。对机器

人而言，人工智能是“大脑”，负

责思考和决策，时空智能是“小

脑”，负责感知和行动。

会上发布的《时空智能技术

与应用白皮书（2025）》显示，时

空智能正从传统地理信息科学

的演进跃升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底层操作系统，时空智能作为人

工智能时代未来数字社会的重

要支撑，有望重构数字地球的新

范式，推动人类生存环境迈向全

域、全时的智能化新阶段。

时空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据了解，在技术层面，北斗

导航卫星实现了厘米级定位，AI
大模型让时空数据从静态坐标

进化为动态智能体；在产业端，

时空智能催生了智能驾驶、低空

经济等万亿级产业，更成为智慧

城市、国防安全、全球贸易的核

心引擎；在社会层面，从无人农

场到深海探测，从月球取样到抗

洪救灾，时空智能已经渗透到人

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大会主会场外的莫干山

地信实验室展区，该实验室高级

技术专员徐颖介绍，面向新时期时

空信息行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

展需求，实验室打造了千亿级参数

规模地理空间大模型——莫干·玄

衍，以及以大模型+时空专业技能

库为核心驱动的地理空间智能服

务平台，赋能行业应用。

据介绍，莫干·玄衍大模型

由地理空间语言大模型、地理空

间视觉大模型与地理空间多模

态大模型组成，通过对地理空间

领域知识、数据的系统化建模，

实现行业知识预训练与场景微

调的深度融合，既保证模型的通

用性，又能针对特定应用场景进

行优化调整。“该模型已具备遥

感视觉感知、时空查询分析、专

业知识问答等能力，能够为卫星

遥感监测、城市综合管理、灾害

防治调度等应用场景提供数智

化支持。”徐颖说。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视觉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表

示，当前，时空智能在真实物理世

界赋能智驾场景应用。他预判，从

时空理解、时空预测，到基于学习

的时空决策规划，自动驾驶从感知

智能走向认知智能的变革性发展，

可真正实现大模型时代自动驾驶

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及产业化。

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时空智能快速发展，

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研究中心副主任

顾海燕表示，目前在自然资源、

农业、水利等领域，利用大模型

进行智能化分析和预测已成为趋

势，不仅能显著提高数据分析的效

率，满足各领域对高精度、多维度、

多模态数据的需求，还能为决策提

供更加精确和细致的支持。

顾海燕指出，遥感智能解译

过程中涉及如何解译地物、边界

如何划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给

构建遥感大模型带来了很大的

挑战，如依赖大量高质量样本、

模型泛化能力不足、人类知识未

有效利用、精度受限难以满足业

务需求等。迄今为止，工程应用

仍主要是“人工目视解译+实地调

查”作业模式，实现智能解译是遥感

领域长期奋斗的目标，急需解决工

程化应用面临的难点痛点，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颜志宇表示，当前遥

感卫星存在数据时效性不足、解

译专题精确度不够等问题，虽然

应用场景变多，但距离规模化、

产业化仍有一定距离。在此背

景下，人工智能赋予遥感卫星产

业一定的机遇。“首先，人工智能

可以赋能卫星硬件，让卫星很快

处理数据、接收数据，从以前的

几小时到分钟级。其次，人工智

能赋能模型算法，让算法更加精

确，更加通用化。”颜志宇说。

据《时空智能技术与应用白

皮书（2025）》显示，当前时空智

能产业仍面临数据获取与治理

复杂、核心算法模型待突破、技

术融合集成困难、产业机制与商

业模式不完善等多方面挑战，需

通过政策优化数据开放机制、技

术攻关时空大模型可解释性、产

业构建“平台+服务”模式等角度

破局。

本报讯（记者张伟） 5月21日

12时05分，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西光航天”）

自主研制的西光壹号系列卫星（探骊

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力箭一

号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目

前，该星已完成在轨状态检查，并于5
月25日进行了首次成像任务。该卫

星搭载的多光谱相机，能够实现地物

成分精细识别。作为中科西光航天

2025年的首发星，该卫星在轨后，将

开展一系列新技术论证和在轨试验工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

遥感卫星通过连续窄波段成

像，能够实现地物成分的精细识

别，对矿产勘测、环境监测、农业估

产、灾害预警等领域具有革命性意

义。探骊号配置新型多光谱相机，

运行于525km太阳同步轨道（降交

点地方时 10:30），其核心任务为开

展星上全自动任务规划系统和高

精度轨道外推等关键技术的在轨

验证，为后续全面提升星座组网超

高精度定位奠定基础。

随着探骊号的成功入轨，中科

西光航天的在轨卫星数量从个位

数跃升至两位数，标志着“西光壹

号”星座运营能力迈上新台阶。该

颗卫星与此前已发射的 9 颗卫星

共同组网，形成更加完善的卫星星

座布局，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全

面、精准的数据服务。

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

有限公司作为该颗卫星的主要客

户，将依托探骊号的验证数据，推

动矿产勘查、矿区监测、生态修复

及农林治理等场景应用。

中科西光航天计划于 2030年

前完成 158 颗卫星组网，构建“高

光谱+多源遥感”融合观测体系，深

化农业、林业、双碳等领域的应用。

本报讯 (记者 罗晓燕） 5月 22日，“湾区低空经

济研究院”启航仪式暨“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深圳分

院”授牌仪式举行。这一专业智库平台正式落地，标

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从政策布局迈向场景深

化与产业协同的新阶段。

在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湾区”）加速推进全

球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背景下，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

应运而生，是积极顺应产业变革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必

然选择。当前，全球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实践，无

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崛

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这一领域面临技术标

准不统一、产业协同不足、政策法规滞后等共性问题。

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战略科学家朱克

力介绍，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的核心使命，就是搭建

产学研政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一方面，通过整合湾

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资源，推动低空经

济关键技术攻关，解决飞行安全、智能调度、电池续航

等“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聚焦政策法规研究，探索

适合湾区特点的低空开放路径，拓展低空保险创新等

金融服务体系。

据了解，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将与各方协同发

力，力争到2028年，推动湾区低空经济规模突破5000
亿元，带动全国产业规模超 2万亿元，并培育 10家以

上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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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遥感卫星再添新动力商业航天遥感卫星再添新动力

西光壹号02星（探骊号）发射现场

与会者在WGDC25全球时空智能大会展区参观。 刘琴/摄

中科西光航天供图中科西光航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