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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遥感被称为国家测绘事业的“尖兵”。

我国测绘遥感水平从初期的跟跑、并跑向如今

的 领 跑 迈 进 ，离 不 开 测 绘 遥 感 科 技 的 领 军 人

物——李德仁。他秉持“在测绘遥感领域要有

中国人自己的数据”的信念，铸就了一个又一个

科技辉煌。

作为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

开创者之一，李德仁勇攀科学高峰，在多项技术

上实现重大创新突破，苍穹之上擦亮了“东方慧

眼”。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声音：“科

学是要为国家服务的。”

求学：一篇论文解决学界难题

李德仁院士常用“不停歇地思索，不停歇地

创新，不停歇地奋斗”来形容自己走过的历程。

而这种坚定的学术追求和创新精神，早在他年

少时期就开始扎根发芽。

1951 年，11 岁的李德仁以优异的成绩从江

苏养正小学毕业，考入泰州中学，1957 年高中毕

业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

大学期间，李德仁胆子大、爱提问，常把自

己对名家著作的质疑写成读书心得，到处寻找

老师求解。读书时，他几乎看遍了所有专业文

献，并做了大量笔记。但李德仁总觉得，这些测

量和制图刊物里，有些被认定为“真理”的论述

存在一定的问题。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里面的问题，将自己的

观点写成文章，并将其送给著名科学家、中国航

测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教授，请他指正。

看了李德仁的文章，王之卓十分兴奋，不仅在文

稿上批阅圈点，还邀请他到家中讨论，两人聊得

十分投机，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大学毕业后，李德仁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

地形二队，随后因种种原因，1971 年又被分配到

石家庄水泥制品厂。

在水泥厂工作期间，李德仁坚持做好分配

给自己的每一件事，在工作中精进业务，创新

性地研制了一种新的硫铝酸盐水泥。面对从

测绘到水泥的巨大专业跨越，李德仁说：“无论

从事什么专业，学习知识基本技能、做人的品

德、做学问的方法都是相通的，不管什么工作

都要做好。”

逆境岁月里，他的专业学习从未停歇，内心

的梦想也从未熄灭。

1978 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39 岁的

李德仁如愿考上王之卓的研究生。3 年后，他以

全优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 年 10 月，李德仁以访问学者身份远赴

德国。在波恩大学，初到库普费尔实验室，李

德仁便发现该实验室的区域网平差程序状态

不稳定。他向库普费尔教授要来程序，一个星

期便将修改好的程序交回，让教授大感惊讶。

随后，他用德文写出了论文《克服自检校平差

中过度参数的三种方法》。当时“系统误差”这

一问题在国际测量学界已“尘埃落定”，科学家

们的着力点转向寻找测量学中的粗差，李德仁

却另辟蹊径，提出从验后方差分量估计原理出

发，提出了选权迭代粗差检测方法，并在国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

随后，李德仁转到斯图加特大学，成为阿克

曼教授的博士生。仅仅不到两年，李德仁用德文

完成了博士论文《摄影测量平差中控制点粗差和

像片系统误差可区分的理论及实验研究》，以“1分

加 5 星”的成绩创下了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历史

最高分，同时也解决了测量数据系统误差、粗差

和偶然误差的可区分性这一测量学界难题。

“我们与外国有很大差距，我要赶快回国。”

博士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多家国外机

构的高薪邀约，毅然回国，于 1985 年 2 月回到母

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教，开启了漫长的科研

求索之路。

求索：勇攀测绘遥感科技高峰

回国以后，李德仁致力于我国遥感对地观

测水平的提升，持续开展了基础理论和重大技

术创新，取得一个又一个卓越成果。

——开创了国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及应

用，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全新跨越。

“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

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只能苦

苦追赶。”回忆起这段经历，李德仁表示，受部分

核心器件所限，高精度定位必须依赖地面控制

点，严重制约了国产遥感卫星在国民经济和国

家安全中的广泛应用。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主持设计论证了我

国第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系统参

数，建立了卫星遥感影像的高精度几何处理技

术体系，大幅提高了卫星遥感影像的自主定位

精度。

随后，李德仁又带领团队主持设计并建立

了卫星地面定标场，通过地面高精度定标场和

大规模区域网平差等方法，将“资源三号”卫星

影像无地面控制点的定位精度从 300 多米提高

到 3 米至 5 米，解决了国产卫星无地面控制点的

高精度测图技术瓶颈，完成了 9000 多万平方千

米的全球 1:5 万测图，开创了国产卫星高精度测

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新时代。

李德仁开创性地提出了遥感数据的高精度

智能处理理论框架，带领团队攻克了多类型高

分辨遥感卫星“时空谱”信息高精度处理关键技

术、空地遥感连续动态高精度实时位姿测量的

瓶颈技术等难题，突破了天—空—地遥感影像

“目标搜索—实时定位—变化发现—时空分析”

智能在轨处理的核心技术，形成了遥感数据高

精度智能处理技术体系，满足了我国遥感卫星

地面处理的重大需求，为我国测绘遥感事业的

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引领传统测绘到信息化测绘遥感的根

本性变革。

李德仁主持研发了 3S 集成的航空遥感与低

空无人机遥感数据获取与实时处理系统，使航

空摄影测量达到不用或少用地面控制点，减少

了 90%的野外测量工作量。

在地面测绘遥感系统方面，为了解决地面

快速定位定姿和高精度测量难题，李德仁主持

研发了我国第一代地面移动测量系统，突破多

传感器集成与影像数据实时处理关键技术，推

动了地面移动测量的变革。目前，该系统已发

展成为无人驾驶的移动测量机器人，广泛应用

于数字城市、数字电网、应急测绘等领域，为国

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科研人员的成果，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

都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的目标是造福

国人。”李德仁说，如今在带领团队致力于技术

创新的同时，他还积极推进地球空间信息高新

技术的产业化。

情怀：科学要为国家服务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这是李德仁的曾祖

父留下的家训首句。这也让他始终胸怀“国之

大者”，提倡“不仅要低头做学问，还要抬头看方

向”，始终聚焦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

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一辈子为国家服务”。

他学成归国时，强军、富国、利民

是当时国家和社会所亟需。为此，他的

所有研究都是围绕这三个需求展开，致力

于让遥感测绘成为为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

百姓生活服务的科学。

不做无组织的科研、不做低水平重复的科

研、创造更多应用场景、抓紧从研发到应用的链

条，是李德仁始终秉持的科研原则。

在这一原则指引下，他选择攀爬更高的科

学山峰，“东方慧眼”也应运而生。

近年来，李德仁带领团队积极开展通导遥

一体化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关键技术攻关

和实验卫星研制，同步启动了珞珈系列科学试

验卫星工程，目前已经研制发射了四颗珞珈系

列卫星。“珞珈”工程其实就是“东方慧眼”的

“先遣队”。

2022 年起，李德仁带领团队开展了“东方

慧 眼 ”智 能 遥 感 卫 星 星 座 项 目 论 证 工 作 。

2023 年 4 月，“东方慧眼”一期工程正式启动，

目标是建成 200 多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雷达

卫星、高光谱卫星的智能星座，为全球用户提

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遥感信息服务，拓展

遥 感 产 业 应 用 范 围 。 2024 年 2 月 3 日 ，“东 方

慧眼”星座首星——高分 01 星成功发射，顺利

实现业务化运行。

“东方慧眼”是李德仁带领团队不断探索的

最新集成创新。“这件事干成了，就能解决现有

的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系统各成体系、孤立运

行和服务方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问

题。我们就能实现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跨

越。”李德仁自豪地说。

责任：20 年坚持传道授业

在 所 有 头 衔 中 ，李 德 仁 最 钟 爱 的 是“ 教

师”。他说，“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成为一名

老师，我的责任是传承学问、培养接班人。我的

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在测绘遥感领域内外各有

建树。这是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为之

高兴的最大成果”。

在武汉大学《测绘学概论》课上，李德仁与

武汉大学测绘领域 5 位院士一起，每年坚持给测

绘遥感本科生上基础课。这一门课，6 个院士，

持续讲授了 20 年。

“现在我们的科研团队可以和国际测绘巨

头平等对话，有人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成果。但

我觉得世界科技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培

养更多创新型人才，让测绘科学后继有人，才是

我们永恒的课题。”李德仁说。

除了是科学家，李德仁还是成果丰硕的教

育家，推动了我国测绘遥感和地理信息教育的

快速发展。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球重要岗位，

其中 1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 人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10 余人次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

多人成为国内外知名高校教授。

2022 年，在李德仁的推动下，武汉大学联合

10 多所高校，共同论证遥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建设，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遥感

科学与技术”正式成为交叉门类一级学科。

李德仁的第 27 位博士、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认为，“作为战略科

学家，李老师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了我国卫星遥

感领域的关键技术发展。他常教导我们，做科

研工作要用小钱办大事，要将国家需求放在第

一位，要致力于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

李德仁，1939 年 12 月生于江

苏省泰州市。武汉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1963 年毕业于武汉测绘

学院，1985 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

学博士学位，1991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1994 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历任武汉测绘科技

大学校长、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

湖北省科协副主席、武汉市科协主

席、武汉市欧美同学会会长、中国

光谷首席科学家。

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

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的开创者之一。40 年来,

他致力于我国遥感对地观测水平

的提升，持续开展基础理论和重大

技术创新，创立了我国高精度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体系，推进了我国测

绘遥感产业的跨越发展。

在科学界，李德仁的名字与中国测绘遥

感领域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这背后，有一

份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推动着他不断前

行，为国家科技进步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这份家国情怀源自家族传承。江苏省泰

州市姜堰区溱潼古镇的李氏旧居堂屋，挂着

一幅用毛笔书写的家训，首句便是“爱我中

华”。这四个字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李德

仁的人生道路，指引着他的科研方向，开创

了李德仁家族“一门三院士”的传奇。

科学要为国家服务。正是这份信念，让

李德仁带着发展中国遥感测绘技术的使命毅

然回国。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只有不断创新突破，才能为国家赢得更多话

语权和影响力。为此，作为科研工作者，他默

默耕耘、无私奉献；作为老师，他关心年轻人

成长，鼓励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作为

国际学者，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推

动全球地理信息科学事业共同发展，为我

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

个人发展离不开国家支持，只有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李德仁带

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

难题，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

性的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

测 绘 遥 感 领 域 的 发 展 ，更

为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赢 得 了

国际声誉。几十年来，

这 份 深 沉 的 家 国 情

怀 ，体 现 了 他 对 祖

国 的 热 忱 ，更 彰

显 了 一 位 科 学

家 的 担 当 和

责任。

上图 李德仁院士

近照。 （资料图片）

右 图 李 德 仁 参

加 武 汉 大 学 毕 业 典 礼

并为毕业生拨穗。

（资料图片）

19831983 年年 99 月月，，李德仁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李德仁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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