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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影响生物作息？不必担心
曾有科学家表示，对所在星系索取能

量的高低，是判断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
项重要指标，深度利用太阳能是人类发展
的一条必经之路。目前，人类对于太阳能
的利用， 基本是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但
是这样的转化效率其实并不高。

“目前，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欧
盟等都在开展空间能源应用项目的技术
攻关与验证。 反射镜这个设想大家都有，
真正谁能走在前面早日实现空间能源利
用，还需要脚踏实地的科研攻关和商业应
用模式的探索。”武春风说。

针对网友担心的影响生物作息等问
题，武春风说，“人造月亮”的光线强度与
照明时长均可做调整，照明精度也可控制
在几十米之内。虽然说“人造月亮”是月光
的8倍亮度， 但考虑到大气运动等因素影
响，工作区的实际光照度大致相当于夏季
的黄昏时刻。届时，人们能感受到的“人造
月亮”光照度，为路灯光照度的五分之一
左右。而且其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亮度
可调”，不必担心“生物钟错乱”这种问题。
在“人造月亮”运转期间，人们仰望夜空，
只会看见一颗格外明亮的星星，而不是大
家想象中的一轮圆月。

特别是在民用领域，“人造月亮”充分
利用太阳光，与夜间的路灯照明形成互相
补充， 节约了大量基础设施用电消耗。在
日照时间短的冬季，“人造月亮” 提供照
明，可起到适当让黎明提前、黄昏延长的
作用。“以对成都50平方公里区域提供照
射为例， 每年可节约电费开支约12亿元。
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的停电区域，也可
以用‘人造月亮’空间照明实现舒缓恐慌、
有光救援、便捷安置等。”武春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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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造月亮”拟后年上天
3颗交替运行，可实现全天候照射

当夜晚降临我们仰望星空，肉眼所见的最亮天体就是月亮。但事实上，一颗人造卫星在离地球500公里轨道内的轨迹也是肉
眼可见的，比如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国际空间站等。它们反射的阳光让其看起来像一颗颗星星，由此一些科学家提出，利用此类
现象将太阳光反射到地球，为人类提供照明服务的构想。

近日，记者从四川成都天府系统科学研究会获悉，该研究会参与的“人造月亮”构想有望在2022年初步实现———2020年首颗
“人造月亮”将完成从发射、入轨、展开到照明的整体系统演示验证并发射，2022年3颗“人造月亮”将发射升空，并进行从展开到照
明的整体系统演示验证实验。

多部门共同进行技术攻关
“俄罗斯之前其实在演示验

证上做得比较完备， 基本原理成
熟，也在空间站做了实验，但没有
走到大型空间反射镜这一步。我
们目前的核心技术、 工程基础材
料方面都已经有很高的成熟度，
具备开展系统演示验证阶段的研
制条件。”四川省天府新区系统科
学研究会主任武春风说，“人造月
亮” 照明项目的一些关键技术攻
关属于航天工程共性技术， 之前
已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其中，
天府新区系统科学研究会负责牵
头项目的完整系统论证， 哈尔滨
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航天科
工微电子系统研究院、 成都汇蓉
国科微糸统技术有限公司等协同
论证， 国内20余名相关专业的学
术专家、工程专家共同对“人造月
亮” 照明项目进行了方案论证与
初步设计。

原理：实为超级太空反射镜
在远离地球38万公里的深空

轨道上， 直径为3476公里的月球
正运行，当到达满月时，它可以向
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辐射光。而未来
的“人造月亮”则预计部署在500
公里以内的低地球轨道上，光强度
损失比38万公里小得多。

武春风说，我国的“人造月亮”
准确表达是一种携带大型空间反
射镜的人造空间照明卫星，预计其
光照强度最大将是现在月光的8
倍。 他说， 按照相关研发计划，
2020年“人造月亮”完成从发射、
入轨、展开、照明到调控的整体验
证工作后，2022年3颗“人造月亮”
将在我国三大卫星发射基地选其
一展开发射工作。“届时， 这3面巨
大的反射镜将等分360度的轨道
平面，3颗‘月亮’交替运行可实现
对同一地区24小时不间断照射，反
射的太阳光可覆盖地表3600至
6400平方公里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