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2 本版主编 李洪岩 编辑 吴 思 刘 莹科技新风2020年12月24日

对传统战略型任务来说，长
期稳定性和全球覆盖能力是卫星
轨道应该具备的重要特性，如地
球静止轨道（GEO）、闪电轨道
（Molniya） 和太阳同步轨道
（SSO）等。这些轨道都着眼于
卫星长期在轨执行任务。

太阳同步轨道的轨道平面与
太阳的夹角保持不变，有利于卫
星对地面进行长期观测。太阳同
步轨道可以为一些观测型任务提
供较稳定的太阳入射条件，在太
阳同步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可在
相同的时间和光照条件下观察云
层和地面目标。因此，气象卫
星、地球资源卫星和照相侦察卫
星一般都选取太阳同步轨道，以

使拍摄的地面目标的图像最好。
为了保证对地观测类卫星前

后2天可在相同时间、相同光照
条件下观察云层和地面目标，卫
星的轨道平面，要与太阳、地球
连线保持固定的夹角。由于地球
绕着太阳公转，因此太阳、地球
连线也一直在转动，相应卫星轨
道平面也要随之转动。地球围绕
太阳公转1年，为使轨道平面保
持固定的角度，卫星必须旋转或
进动360度，即轨道平面每天旋
转 0.9856 度 （360 度÷365.25
天），且轨道面向东方向转动。

未来5年至10年，太阳同
步轨道的较大吨位航天发射任务
需求旺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偶尔会出现
这样的经历：辛苦下载的资料文件一不
小心被误删，又或者正奋力在键盘上敲
打，电脑突然黑屏。

遇见这种情况，先不用着急，因为
真正的数据还在电脑里。

想要找回被误删除的文件，首先要
了解下，电脑文件在我们点击删除后，
到底跑哪儿去了？

电脑文件是如何进行保
存的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几个概
念。

电脑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所有文件
都存储在硬盘上。而一般来说，无论哪
种机械硬盘，都是由盘片、磁头、盘片
主轴、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数据转
换器、接口、缓存等几个部分组成。

磁盘在格式化时被划分成许多同心
圆，这些同心圆轨迹叫做磁道。

所有盘面上的同一磁道构成一个圆
柱，通常称做柱面，每个圆柱上的磁头
由上而下从“0”开始编号。

操作系统以扇区的形式将信息存储
在硬盘上，每个扇区包括512个字节的

数据和一些其他信息。一个扇区主要有
两个部分，存储数据地点的标识符和存
储数据的数据段。

了解了上述的概念，我们简单描述
下文件读写的过程。

首先操作系统将文件存储到磁盘上
时，按柱面、磁头、扇区的方式进行，
即最先是第一磁道的第一磁头下的所有
扇区，然后，是同一柱面的下一磁头。
以此类推，一个柱面存储满后就推进到
下一个柱面，直到把文件内容全部写入
磁盘。

文件的删除过程是怎样
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文件读写的大致原
理，接下来就开始说说今天的正题——
文件删除。

文件存储的物理形式就是把一些二
进制数据保存在磁盘上，如果我们要删
除某个文件，就像我们写作业用橡皮擦
或者涂改液擦抹掉已有的文字一样。

但是要知道，电脑文件的读写首先
是高速和频繁的，拷贝一部电影，一般
至少都要十几秒起，反过来想想，假如
要删掉硬盘里的某部电影，如果按照涂

改液修改作业的原理，我们得用新的数
据覆盖它，如果是这样，岂不是删个电
影都要几秒钟起，这样无论是对计算机
本身还是电脑用户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如大家
常用的windows10）一般删除文件只
是删除对文件的引用，把文件曾经所占
的磁盘物理空间在逻辑上释放出来。后
面如果有新的数据存储，直接在此基础
上进行覆盖就好了。所以到这里，我们
应该清楚了一点，如果你的文件意外删
除或者损坏等，请马上停止任何写入操
作。

在硬盘上，都存储着一张文件分配
表FAT，该表记录每个文件存储在磁盘
的具体地点，我们可以理解成新华字典
的目录一样，写明了每个字对应所在的
页码，FAT的作用也大致如此。

我们在删除文件时，操作系统只是
修改了这个文件的文件名的前两个代
码，同时在与之对应的表中文件名称做
上了删除标记。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成硬盘
上这个文件区域被打上了“拆迁”标
记，并在地图上抹掉了它存在的坐标，
但它其实还在那。

在我们需要新的空间进行存储时，

任何被打上“拆迁”标记的区域都可以
用于存储新的数据，即被新数据覆盖。

那么自然地，只要存储原来文件信
息的扇区没有写入任何新的数据，所有
的原文件内容依然存在。

所以，至此我们清楚了：电脑中删
除掉的文件，在没有被新的数据覆盖之
前，依旧存在于你的硬盘上。

已删除的文件是否可以
恢复

到这里我们已经差不多了解了文件
删除的大致情况，是否可以逆推下文件
恢复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文件恢复的思路就是
查找分析磁盘上的文件头，找出其中做
过删除标记的文件并尝试重写其被改写
的两个代码，进而进行数据恢复。

目前市面上文件恢复软件的原理大
致一样，区别是它们对文件头的扫描以
及恢复分散存放的文件数据能力不同。

如果想要真正删除掉某个文件，应
该怎么做呢？你可以通过专业工具软件
在删除的文件区域全部写入二进制中的
0，又或者可以手动用其他垃圾文件进
行覆盖硬盘操作。 （据《科技日报》）

据美国劳工部和美国盲人联盟的统
计资料表明，目前视障人士可以顺利就
业的职业达147种。因此，有学者提
出，要想改变视障人士的就业现状，教
育是关键一步，特殊教育也需科技化。

目前，很多专为视障人士设计的解
决方案，正凸显着人工智能应用的多样
化和人性化。那么，如何加速人工智能
产品的突破性运用，让冰冷科技释放出
人文关怀？

谭茗洲指出，这需要三方面发力。
首先要培育创新生态。“在2017年德勤
全国创新精英挑战赛总决赛上，一支四

川大学在校学生团队研发的一款视障人
士Kindle阅读器获奖。”谭茗洲说，我
们应该激励更多像这样为视障人士创新
的技术成果，不让其沉睡，尽早转化成
真正让视障人士受益的产品，这就需要
构建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

此外，要解决算力和成本之间的矛
盾。谭茗洲介绍，机器学习训练往往要
消耗大量的算力，操作中会出现时间上
的延迟与信息隐私的安全隐患，这就要

将AI算法中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完成。
而要满足终端AI推理运算的实时、可
用性需求，就要在本地处理大量的数
据，但若在终端本身部署高性能的AI
芯片，从成本控制上来看不大现实，在
实体场景中部署足够多的边缘AI更具
一定可行性。

边缘计算可看作是5G+AI+云计算
的绝佳辅助——“神经末梢”。比如AI
导盲杖要实现实时交互与判断，看到红

绿灯变绿，能够自动判断出“可通行”
的状态。运用边缘计算就不必将路灯信
息上传到云端，经云服务器层层判断才
发出行走的提醒。这无疑大大减少延迟
带来的行进风险，也降低云端计算的超
负荷。

最后，还需要等待产业环境的全面
成熟：基础设施的完善，软硬件基本到
位，这样可在终端设备上更好运行深度
学习算法。“加强5G智能网络建设，保
障云计算及边缘计算的每一个节点高效
可靠利用。”谭茗洲指出。

（据《科技日报》）

奔跑吧，让AI做你的眼睛
人工智能助盲打开视障人士新视野

我们应该激励更多为视障人士创新
的技术成果，让其尽早转化成真正让视
障人士受益的产品，这需要构建一个良
好的创新生态。

“
”

日新月异的科技力量正为视障人
士“重见光明”带来希望。

11月底，谷歌表示，其研发的一
款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视障人士
独立参加跑步比赛。据悉，依靠该系
统，视障人士不需要依靠人类向导或

导盲犬自己便可以跑完全程。那么，
这款人工智能系统如何让视障人士参
加跑步比赛？近年来在帮助视障人士
恢复视力等方面，人工智能有哪些阶
段性成果？目前这些产品距离应用还
有多远？

现在很多崇尚健身的人喜欢挑战马
拉松，而盲人如何参与跑完“半马”或

“全马”呢？一位公益组织人员介绍，
盲人要参加此类比赛，需陪跑者的帮
助。为了方便跑步，盲人和陪跑者之间
有1条牵引绳，分别套在各自的手腕
上，如同牵手跑步。为了确保盲人在跑
步中万无一失，有时需要两位陪跑者。
但是，盲人平时训练时，随时找个陪跑
者似乎不太现实。

最近，不少城市开始允许导盲犬进
入地铁、公交车。然而，国内导盲犬的
数量十分有限，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导盲犬的数量仅为116只，比大熊
猫还稀少，而需要导盲犬服务的视障人
士却多达800万人左右。每训练一只导

盲犬需要耗费12万元—15万元，导盲
犬的寿命约为十几年，视障人士即使有
幸排到一只，但当它退役之后，视障人士
又该如何外出，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谷歌开发的这套系统似乎让我们看
到了希望。“这个系统，不需要让视障
人士依靠人类向导或导盲犬即可自己跑
完全程。”远望智库AI事业部部长、图
灵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谭茗洲说。

据介绍，这个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
能模型来识别道路上的一条画线，并推
断出跑步者与这条线的关系。如果跑步
者离线太远，该应用程序就会向他们佩
戴的骨导耳机发送信号，播放令人不快
的噪音。声音是哪只耳机发出的、音量
有多大，都能让跑步者知道他们需要移

动的方向及其离终点有多远。
谭茗洲解释道，这有点像汽车上使

用的接近警报，当汽车离可能发生碰撞
的地方越近时，警报的声音就会越大，
频率也会越快。使用谷歌的这个系统，
跑步者需要把一部安卓手机与经设计的

腰带绑在腰上。这款应用程序不需要连
接互联网即可工作，而且还可考虑多种
光照和天气条件。显然，若在一些社
区，专门为视障人士建立带有指引标志
的赛道，他们自己便可以安心愉快地奔
跑健身。

♧ 用声音信号为盲人引路 ♣

“视障人士只是眼睛看不见，声音是
可以听到的，目前的AI科技让他们真正
看见世界不太可能，但可以让他们体验
到‘如同看见’的效果。”谭茗洲指出。

如今，许多互联网公司都通过各种
方式成功让视障人士与他们提供的服务
实现互动，主要方法就是将文本转变成
由屏幕阅读器发出的语音。4年前，脸谱
公司（Facebook）发起“无障碍倡议”，尝
试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丰富盲人、聋人
和其他残疾人士的用户体验，重点工作
之一是重新设计菜单和按钮结构，运用
自动口译某些照片和视频的算法使其能
为屏幕阅读器所用，为视障用户提供丰
富的场景描述。

作为美国一位专业徒步旅行者，视
障人士特雷弗·托马斯时不时在脸谱上
与粉丝分享其带着爱犬到一些山径和步
道徒步旅行的照片和视频。他感慨道：

“之前因看不见照片，我对是否使用脸谱
无所谓，而现在我无法想象没有脸谱的
日子了。”例如，对于旧金山湾落日的照
片，含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屏幕阅读器会
如此描述：这张照片含有自然、户外、云
朵、草地、地平线、植物或树木；一对夫妇
带着孩子站在加州丹麦城著名风车前面
的照片，屏幕阅读器诠释：这张照片包括

了3个人，微笑，户外。
“显然，这些解释不能对照片进行全

面描述，但在没有人工帮助的前提下确
实能填补某些空白，视障人士仅需点击
阅读器来描述，而无须他人来做解释。”
谭茗洲说。

瑞士eyra公司专门为视障人士研发
了一种助读设备。据介绍，这个装置由
三部分组成：挂在耳朵上面的骨传导耳
机及其上面的高清摄像头，还有AI处
理器。AI处理器可以将文本转化成有
声小说，当然也不用担心噪音干扰的问

题，因为是骨传导，可以一定程度上
减少噪音干扰，给视障人士的生活带
来便利。

今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世界最大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会上，一款智能手机
可以通过语音讲述周围的世界，赋予视
障人士和弱视用户更丰富的视觉体验。
该应用还可适配智能眼镜，可将用户的
智能手机摄像头变成用户的眼睛。据介
绍，其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摄像头指向的
视觉信息，包括食品包装、海报和显示
屏，比如超市的商品信息、车站的显示投
屏、街边的海报。此外，还可以识别记录
亲朋好友的面孔，用户可以用其扫描和
寻找周围的人和事。

♧ 构建无障碍场景，所感如所见 ♣

♧ 三方面发力，释放科技的人文关怀 ♣

不小心删了重要文件？别慌！这样做就能恢复

长征八号来了！

它身上有未来火箭的影子

据国家航天局消息，12月
22日12时37分，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我国新一
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从文
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将新技
术验证七号、海丝一号、元光
号、天启星座零八星、智星一号
A星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圆
满完成首次飞行任务。

随着中国航天发展，中低轨
卫星发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此
前我国新一代火箭的运载能力尚
存空白，不能满足3吨至4.5吨

太阳同步轨道发射需求。
长征八号应运而生。一院长

征八号运载火箭总指挥肖耘说，
该型火箭将有力推动我国中型运
载火箭的更新换代，而且将带动
和牵引我国中低轨卫星的发展，
满足未来中低轨高密度发射任务
需求。

除了意义重大，从长征八号
身上还能看到未来火箭的影子。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能将我们
对未来火箭的许多梦想一一变为
现实。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
国就围绕新一代运载火箭开展了
规划，逐步形成了小、中、大新
一代运载火箭的型谱发展规划。

经过数十年预研和工程研
制，我国成功研制了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形
成了2.25米、3.35米和5米直径
的通用模块，为后续新一代运载
火箭“模块化、系列化、组合
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征八号的研制遵循既定发
展思路，充分继承在役型号的产
品和技术，借鉴已有的试验验证
成果，实现型号快速集成研制。

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
设计师宋征宇介绍，长征八号
是在长征七号火箭基础上，与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三子级组
合形成的新构型火箭。其采用

芯级捆绑2枚助推器构型，全
长约 50.3 米，起飞质量约 356
吨，起飞推力约 480 吨，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不
小于4.5吨。

肖耘表示，目前我国具备中
低轨道发射能力的主力运载火
箭，只能将3吨有效载荷送到太
阳同步轨道，而长征八号将此项
能力提升到了4.5吨。这不仅是
长征系列火箭运载能力的提升，
对卫星等有效载荷来说，也是平
台的升级换代。

“未来，长征八号将和长征
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
征十一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形成
更加优化、合理的能力布局。这
将大力提升中国航天进出空间的
能力，对推进中低轨道卫星组网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肖耘说。

填补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空白

据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
总指挥段保成介绍，长征八号火
箭在立项之初就确立了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进行研制，从能力指
标、经济可靠性等综合考虑，努
力实现火箭研制和市场挖潜“双
成功”。

记者从一院了解到长征八号
的研制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模态分
析技术，全箭动特性数据在已有
模块试验数据及动力学模型的基
础上，通过全箭动力学模型组装
和数值仿真计算获取。长征八号
的研制探索，为后续大型、重型
火箭的模态综合技术奠定了基
础，有助于大幅缩短其研制周
期，降低研制费用。

为了能在商业市场占据有利
阵地，研制团队在对长征八号电
气、结构等方面进行低成本设计
的同时，还开展了垂直起降研
究，对该火箭采用了可回收设
计，力求实现可重复使用。

要想实现火箭的重复使用，
发动机推力调节是重要技术之
一。本次飞行任务中，长征八号
液体发动机实施了节流控制，这
是发动机推力调节技术在我国运
载火箭首次实现工程应用。该技
术不仅能大幅提升火箭的总体设
计优化能力和任务适应能力，其
首次应用也为后续相关技术进行
了先期技术验证，为我国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研制奠定了基础。

发动机推力调节技术为重复使用奠定基础

近年来，我国运载火箭高
密度发射已呈常态化，但也偶
尔发生飞行故障甚至飞行失利
的案例。如果火箭具备故障诊
断和自主飞行能力，在发生故
障时，自主调整，飞行结果便
能大幅改善。

科研人员在长征八号身上，
通过研究分析各种减载稳定控制
方法，并采用自抗扰技术进行实
时补偿控制，提高主动减载的效
果，解决了大整流罩带来的静不
稳定度大的难题。

同时，基于控制效果的喷管
极性辨识和控制重构算法，能让
运载火箭更聪明。通过该技术的

应用，长征八号具备了滑行段飞
行故障在线辨识能力，能够在特
定故障工况下自主进行姿态控制
重构，提升了飞行控制适应性和
智能化水平。

针对当前我国运载火箭测试
周期长、在发射区占位时间长的
问题，科研团队积极探索火箭快
速发射路径，为长征八号设计了

“两平一垂”发射模式，即水平
组装、水平状态整体运输、星罩
组合体垂直转场对接。预计在
2022年左右，长征八号将实现

“两平一垂”发射。届时发射区
将不再需要规模庞大、组成复杂
的塔架，可减少建设成本。

多项新技术让火箭更聪明

——延伸阅读——

为什么要向太阳同步轨道发射卫星？

（据《科技日报》）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