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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光伏项目 照亮乡村振兴产业路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牵头建设
的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
镜（IPS望远镜）5月10日
通过工艺测试，将高效开
展行星际空间天气日常
监测，为我国和国际空间
天气预报提供高质量观
测数据。这是我国首台
专门用于行星际闪烁监
测的望远镜。

来自银河系之外的
致密天体所辐射的射电
波在通过行星际空间时，
会被太阳风湍流不规则
结构散射，最终形成射电
时序流量的随机起伏，该
现象被命名为行星际闪
烁。行星际闪烁如同太
阳风中的射电浮标，可用
于监测太阳风暴在行星
际空间的扰动传播过程。

IPS望远镜是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环
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
午工程二期）的重大设备
之一，实现了芯片级到系
统级研制的全面国产化，
探测灵敏度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IPS望远镜由我国自
主研制，是我国首台专门
用于行星际闪烁观测的
射电望远镜，由中国科学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牵
头建设，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等参与共同建设。

IPS望远镜采用一座
主站、两座辅站的协同联
测方式，分别是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的明安图主站、
伊和高勒辅站、乌日根塔
拉辅站。三座台站之间

的两两连线近似组成等
边三角形，站与站间距离
约200公里。

IPS望远镜主站拥有
目前我国最大的抛物柱
面射电望远镜，由三排长
140米、宽40米的抛物柱
面天线组成，其天线口
径、噪声温度、探测灵敏
度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IPS望远镜可以在327兆
赫兹、654兆赫兹及1400
兆赫兹3个频段上实现宇
宙极弱瞬变射电信号的
高灵敏度捕捉。

IPS望远镜系统基于
东、西机械扫描与南、北
电扫描的混合设计，采用
相控阵馈源数字多波束
接收技术，实现了宽视场
和大天区的连续覆盖。
项目建设团队突破了巨
型可动抛物柱面天线的
高精度同步控制、数字混
合波束合成架构下的高
稳定性幅相接收等核心
关键技术。

此次工艺测试表明，
IPS望远镜具备了对行星
际闪烁信号的连续探测
能力，一主站、两辅站的
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
优于初步设计要求。通
过此次工艺测试意味着
IPS望远镜将正式投入使
用来产生所需要的科学
数据。它将是国际上在
这个领域最先进的专门
用于行星际闪烁监测的
望远镜，对我国空间天气
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

 (科普滨州)

我国首台行星际闪烁
监测望远镜建成

从“一束阳光”到“一份收
入”，衍生出新质生产力的“阳
光产业”，沾化区利国乡在鲁
北平原将这束阳光转化为乡
村振兴新动能，产业发展新引
擎。

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的简称，是一种利用太阳
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
将太阳光辐射直接转换为电
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创新模式，整合资金建项
目。依托传统畜牧养殖小区，
创新“上光下养”模式，发展立
体经济，实现“羊阳结合”，使
光伏与畜牧产业实现互补双
赢，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
力抓手。项目整合资金 2000
余万元，全乡 28 个村以入股
的方式成为企业股东，按占股
比例分红。同时，吸纳富国、
富源等 5 个乡镇资金入股分
红，实现了项目实施方式的创
新。

强化运营，提升效率管项
目。实施公司化运营，负责项
目的建设与经营管理，建立完
善的企业财务制度，所有资金
专户储存，网银支付，确保资
金安全和流向明确。安装逆
变器数据信息采集系统，35台
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配备
太阳能发电、充电及蓄电装置
及无线模块，安装了APP操作
系统，购置无人机不定期巡
航，实现了全自动远程控制，
实现数智化管理。

用活收益，抓好分配促振
兴。项目年售电收入 350 万
元，28个村集体收入全部达到

5 万元以上，超过 10 万元的村
占到了一半以上，其中吴庙、
崔铺两个村集体收入 30 余万
元。建立收益联结机制，设置
卫生清扫、公路维护等公益性
岗位 256 个，有力促进了农业
设施、教育卫生、社区建设等
民生事业改善，为乡村振兴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存进去的是阳光，取出来
的是收入。每一块光伏板，都

是乡村振兴的新底色，富民强
乡的新希望。滨州新能源资
源禀赋较好，拥有大量未利用
荒碱地和近海滩涂，地势平
坦、未利用地集中连片，易于
布局大型风光基地，鲁北基地
项目发展潜力巨大。从一束
光，到“阳光银行”储蓄，滨州
积极拥抱新能源产业，加快产
业优化升级，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       (科普滨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