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胖卫星的烦恼
在以前的量子通信世界里，有一位“胖胖

的卫星”叫墨子号，它很厉害，可以帮我们送

超级安全的密码。但它也有一个小小的烦恼：

个子太大，体重高达 600多公斤，接收它信息

的地面站也像小房子一样大，动都动不了。

就像你出门买菜还得开卡车，这事听着

就不方便。所以，科学家们决定：给卫星减肥！

瘦身成功！小卫星闪亮登场
经过多年努力，聪明的中国科学家们造

出了国际上第一颗“量子微纳卫星”，名字叫

做济南一号。

这位“新小卫星”的体重大大减轻，只有

不到 100公斤，身上专门搭载的量子通信设

备也瘦身到了 23公斤，差不多一只行李箱

那么重。

不仅卫星瘦了，接收密码的地面站也成

了“瘦子”，只要 100公斤左右，推着它走都

可以。这样一来，这套设备就能轻松走街串

巷，随时搭建，随时通信！

量子魔法大冒险：万里星链密码快递
“济南一号”并不是为了好看才减肥的，

它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本事：会飞的量子密码

快递。

小卫星每天晚上在天空中飞过时，可以

和地面多个城市进行量子通信，比如济南、

合肥、武汉、南京甚至飞得超远的南非！

你没有听错，这次科学家们让中国的北

京站和南非的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

站，通过卫星建立了一条跨越 12900公里的

安全通信线路！这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远量

子通信。

通过“济南一号”，大家可以像玩接力赛

一样，把量子密钥从一个地面站传给另一

个。这样，无论是北京的小朋友，还是非洲的

朋友，都可以用上超级安全的密码，防止信

息被偷看。

星空下的速度与激情
这颗小卫星的飞行速度可不慢，每秒飞

行 7.6公里，眨眼之间就划过天空。它发射

的量子光子速度也惊人，每秒可以发射 2.5

亿个光子，相当于每秒给你扔出 2.5亿个“安

全小球”，让你一手就能接住。

更厉害的是，它可以实时生成密码，一

次飞过可以给大家送 25万到 100万比特的

安全密码（相当于几十万字母的安全信息），

密码生成速度每秒能达到 3000比特（大约

200个汉字那么多的密码），这可比以前的

大卫星快多了！

而且它还特别聪明，不怕城市的高楼，

不怕山区的复杂地形，甚至随时可以开着小

车换个地方通信。

为什么这很重要？
量子密码，就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锁，

谁想偷偷看你的信息，量子小球马上就会告

诉你：“有人在偷看！”

有了这套系统，未来我们的国家、银行、

医院，甚至你和好朋友之间的聊天，都可以

更安全，不怕小偷、不怕黑客、不怕外星人。

更棒的是，这种“微小卫星”还能一颗接

一颗发射，组成一个“量子星座”，就像夜空

中一起闪耀的小星星，帮全世界的人传递安

全信息。

未来的量子世界，等你加入！
也许有一天，你家楼顶也能安装一个微

型地面站，和太空的小卫星一起玩“量子传

球”游戏。

未来的世界，会因为这些“减肥成功”的

小卫星，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神奇。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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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眺华岳，西望太白。背枕秦岱，襟怀

泾渭。访楼观，看李老聃道德五千言；进草

堂，读鸠摩罗什中观三论。上终南，细品白乐

天诗文妙处；登圭峰，精研范仲淹墨宝神韵。

文济阁里，探寻文明印记，坚定“四个自信”；

纪念馆中，感悟精神伟力，共赴伟大征程。”

这是游客在参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

控所西迁精神纪念馆时的留言。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控所西迁精神纪

念馆坐落于终南山圭峰脚下、紧邻西安国家

版本馆文济阁，由 20世纪 60年代翻砂铸模

车间旧厂房改建而成。展厅按照历史脉络分

为“溯源初心”“艰辛起步”“向西出发”“成长

壮大”“辉煌成就”“航空工业主题展”六个展

厅，讲述着一代代航空人可歌可泣的科学家

故事，以及中国航空机载科研事业荡气回肠

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首个航空机载技术科研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

发展航空工业成为新的时代课题。1951年

《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发布，国家拿出

价值 60 亿斤小米的资金开展航空工业建

设。在苏联的援助下，航空工业形成修理能

力，满足了保家卫国的需要。随后，飞机设计

室、发动机设计室、航空仪表设计室相继成

立，简称“三室”。

其中的航空仪表设计室，是新中国第一

个机载专业设计研究机构，经历了多次迁

址：1958 年，随三室“集体出差”兰州；1959

年，迁往陕西阎良；1960年，被扩编为“航空

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简称“自控所”；

1964年 4月，迁至陕西户县（今陕西省西安

市鄠邑区）。至此，“自控所”完成了极具特殊

意义的“八年三迁”。

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没有洋拐棍，

照样攀高峰。面对西方封锁和苏联拿走图

纸、撤走专家，圭峰山下，航空人憋着一口

气，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必胜信心，吃着

最简单的饭菜，住着最简陋的屋舍，穿着最

普通的工装，开创最伟大的事业———

1967年 2月，新中国第一套飞行控制系

统设计定型；1978年 1月，新中国第一套惯

性导航系统———523系统首飞成功；1998年

12月，我国第一套全数字自动驾驶仪———

KF-10自动驾驶仪研制成功。

三座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已完全掌握航

空惯性导航、飞行器综合制导（英文简称

GNC）核心技术。从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

控所成为我国航空机载 GNC核心技术研究

制造的国家队、主力军。

中国机载启明星昝凌视质量为生命
走进纪念馆第一展厅“溯源初心”中部，

新中国航空机载科研事业的创始人、航空

飞行自动控制技术的开拓者、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自控所首任总设计师昝凌的事迹

令人感动。

有中国机载启明星之誉的昝凌，1912年

出生于天津，曾就读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

华大学物理系。新中国成立后，昝凌参与了

航空工业的早期创建工作，并参与制定了国

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科学研究工作十

二年规划》。昝凌认为，设立飞机厂相当于打

造了飞机的躯体，成立发动机厂相当于打造

了飞机的心脏，但中国的飞机还缺少一颗智

慧的大脑———航空仪表设备。因此，他提出了

“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的建议”。建议

被采纳，昝凌受命筹建航空仪表设计室。1957

年，该设计室成立，昝凌任主任兼总设计师。

1960年，昝凌又以清晰的思路和创新精神

提出了“预研不等型号，辅机不等主机，元部件

不等系统”的研制原则，开始了新中国第一套

飞行控制系统———621系统的研制工作。

展厅内，放大镜下，一块小米粒大小

的锡渣，讲述着昝凌视质量为生命的感人

故事。621系统海试过程中，驾驶仪箱内掉

出一小块锡渣，昝凌小心翼翼地用纸包了起

来。在连轴排查结束后召开的现场会上，昝

凌语重心长地说：“海上试飞速度快、高度

低，任何微小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机毁人

亡的大事故。我们搞科研绝不能有一星半点

的麻痹大意和疏忽纰漏！”

返所后，昝凌立即召开全所大会，强调：

“质量是航空人的生命，生命不能亡羊补牢。

我们研制的是航空产品，关系着飞行员和飞

机的生命和安全，关系着国家的荣誉和尊

严，容不得有任何的纰漏和丝毫的瑕疵！”

打造国家级航空文化科创研学基地
初心广场上，“冯如一号”等比复原样机

冲天而起，几代国产标志性战机列阵飞行；

巨幅党旗雕塑前，一队大学生紧握右手，庄

严宣誓；退役歼 7飞机前，十几名青年男女

打卡留影。

走进智慧飞行馆，擦亮机身上的九颗红

星，戴上飞行头盔，体验飞控系统助力战机，

决战“米格走廊”；轻点启动键，一次性体验

战机跨代升级的快感；戴上 VR，以第一视角

体验直升机驾驶；在 C919驾驶舱内坐好，沿

着当年首飞的路线，来一次浦东———虹桥

“转瞬游”；接通高铁列控计算机，看看航空

技术护航复兴号、和谐号一日千里……

2023年 9 月，以“西迁精神纪念馆”为

核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控所在毗邻纪念

馆的原环境实验室、消防队、锅炉房、洗澡堂

旧址上，将纪念馆扩建为“昝凌书院”，以建

设国家级航空文化科创研学基地为目标，聚

焦思想引领、文化涵养、人才化育三大定位，

设有“一个伟大事业的召唤”“一段净化心灵

的旅程”“一场为国铸剑的试炼”三大主题功

能区，和初心广场、智慧飞行馆、三零影院等

六大核心链、六大延展链体验集群。

书院采用当下最前卫的展陈理念，引进

国内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通过文字、雕塑、

展板、场景及实物复原、人机对话、VR体验

等，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从航空科技的

ABC讲起，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让参观者

一次性走完人类千百年“想飞”“会飞”“享

飞”“慧飞”发展历程，感受中国航空工业从

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到同台竞技的历史性

跨越，坚定航空人航空报国初心使命，普及

青少年航空科学知识，引燃莘莘学子投身航

空、建功新时代的青春梦想。

截至目前，书院一期、二期工程项目初

心广场、昝凌纪念馆、智慧飞行馆、学习书

屋、三 O电影院已经建成完成，对外接受团

体预约参观，成为人们参观学习、郊游休憩

的最新首选。 来源：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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