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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7日，随着爱因斯坦探针卫

星首批在轨科学探测图像的正式发

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袁

为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颗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多个

国 际 团 队 参 与 研 制 的 空 间 科 学 卫

星不负众望，成功“抓拍”到转瞬即

逝的宇宙“焰火”。短短 3 个多月，

爱 因 斯 坦 探 针 卫 星 就 已 探 测 到 新

的暂现源（宇宙中突然出现并迅速

消 失 的 天 体）17 例 、恒 星 耀 发 168
例，并引导国际上多个望远镜开展

了跟随观测。

作 为 爱 因 斯 坦 探 针 卫 星 首 席

科 学 家 ，袁 为 民 难 掩 兴 奋 ：“ 首 批

发 布 的 在 轨 探 测 图 像 证 明 了 这 颗

卫 星 能 够 以 很 高 的 灵 敏 度 寻 找 暂

现源。”

成绩背后离不开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爱 因 斯 坦 探 针 卫 星 项 目

团队多年的努力与奋斗，他们在卫

星载荷、科学应用系统研制中发挥

了 关 键 作 用 。 从 2011 年最初成立

时的 3 个人，到 2024 年 1 月卫星发

射时的 30 多人 ，这 支 年 轻 的 科 研

团 队 在 袁 为 民 带 领 下 ，成 功 突 破

一 系 列 关 键 探 测 技 术 ，把 梦 想 变

成 现 实 。

勇创新——
不畏惧，攻难关

太空中的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像一朵盛开的双蕊荷花，12 片“花

瓣”每一片都是一台特殊的 X 射线望

远镜。

根据设计，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是发现宇宙中

的 X 射线暂现源和剧变天体，监测

已知天体的活动，探究这些现象的

性质及相关物理机制。

然而，宇宙中的 X 射线爆发现

象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和消失，

就像宇宙中转瞬即逝的“焰火”。这

种宇宙“焰火”随机出现，很难预测，

要想及时捕捉到，并非易事。

“这就需要望远镜设备的视场

越 大 越 好 ，因 为 视 场 越 大 ，看 到 随

机 事 件 的 可 能 性 越 大 。”宽 视 场 X
射线望远镜光学系统负责人、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臣说，

“ 但 另 一 方 面 ，为 了 看 到 比 以 往 更

弱的爆发现象，就需要使用聚焦成

像 的 技 术 。 而 传 统 的 X 射 线 聚 成

像 望 远 镜 的 视 场 非 常 小 。 这 两 者

是一个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1979 年，国外科学家从龙虾眼

球结构中获得灵感，提出模拟龙虾

眼制造望远镜，让 X 射线通过球面

上指向同一个球心的大量微孔反射

聚焦成像。然而，这项技术难度非

常高。

2010 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 X 射 线 成 像 实 验 室 开 始 开 展 龙

虾 眼 微 孔 X 射 线 成 像 光 学 应 用 技

术 的 研 发 。 在 此 基 础 上 ，2011 年 ，

袁 为 民 决 定 带 领 团 队 向 这 一 难 题

发起挑战，自主研制爱因斯坦探针

卫 星 的 核 心 载 荷 —— 宽 视 场 X 射

线望远镜。

在宽视场 X 射线望远镜上，每

片“龙虾眼”镜片由近 100 万个方形

玻璃方管拼接而成，每个玻璃方管

的孔径只有 40 微米，壁厚仅 8 微米，

连一根细发丝也插不进。

每 项 指 标 几 乎 都 接 近 参 数 极

限。为了达到目标，项目团队苦思冥

想各种解决方案，其间遭遇接二连三

的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团队每天从

清晨奋战到凌晨 3 点，连续坚持了 3
个月。

经过多轮攻关，完全国产化的

“龙虾眼”望远镜终于研制成功，观

测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相比同类型

设备提升 10 倍以上。

“在长达 7 年的研制过程中，科

学家与工程师经过了无数次磨合，

载荷指标也进行了多次升级。”张臣

说，“我们超越极限、追求卓越的科

学理念是一致的，未来研制团队还

将携手挑战更高的目标。”

敢担当——
有勇气，扛重任

今年 1 月 9 日，在卫星发射前半

小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去

完成，就是取下宽视场 X 射线望远

镜的保护盖。

袁为民说：“想要完成这项工作

可不容易，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为了保证望远镜的洁净度，宽

视场 X 射线望远镜的保护盖需要在

临近发射前才能取下来。但是，那时

整个卫星都被装进整流罩中，只能通

过整流罩的一个小窗口取下来。

团队中两名胆大心细的年轻人

马啸浩和陈异凡，毅然承担了这项

艰巨任务。

整流罩的小窗口距离地面大概

有 7 层楼高，他们需要通过塔架爬

上去，然后手持一种特殊装置，用类

似“钓鱼”的方式，把保护盖取下来。

“发射前半小时，火箭已经加注

燃料，所以摘取镜盖的动作要尽快完

成、人员要尽快撤离。”袁为民说，为

此两位年轻人前期进行了多次训练。

卫星发射当天，经过小心翼翼的

操作，马啸浩和陈异凡最终圆满完成

了任务，在场的人都被他们的勇气与

担当深深打动。

除了勇气与担当，还要敢于尝

试和钻研新技能。

张臣负责装配“龙虾眼”时，镜

片和架子之间有一条很小的缝儿，

需要用特殊的封装胶手工填上。

“这项工作是张臣一个人纯手

工完成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爱因

斯坦探针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师刘

元说。刘元和张臣一个办公室，对此

记忆犹新：“那段日子里，张臣每天早

早 来 到 单 位 ，在 实 验 室 里 默 默‘ 填

缝’，一直干到很晚才离开。”

刘元还跟张臣开玩笑：“有了这门

新手艺，以后可以去做瓷砖美缝了。”

和张臣的工作不同，刘元的工

作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对卫星进行日

常的监测，二是负责对卫星的观测数

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我们会把原始

的数据进行解包，然后生成相应的科

学数据产品，包括这些暂现源的能谱

和光面的信息以及图像，供科学团队

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刘元说。

他介绍，今年 6 月到 7 月期间，

团队将继续进行卫星在轨测试，之

后转入在轨科学运行阶段。

讲奉献——
不言苦，冲在前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从研制到发

射，每成功迈出一步，都离不开团队

成员的协作和奉献。

卫 星 成 功 发 射 前 的 一 次 天 气

“险情”，让团队成员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卫星装上火箭运到塔架

上后就开始下雨，气氛顿时紧张起

来，大家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袁为民解释说：“一旦漏雨，通

过充氮气保护仪器洁净度的措施将

会受到影响。”

怎么办？团队立刻实行检查制

度，每两个小时就派人到塔架上检

查线缆窗口是否漏雨。

“目前下着小雨，线缆窗口完好无

漏雨，温度 19.94摄氏度、湿度 39.52%，

满足要求”“这个时间雨停了，线缆窗

口完好无漏雨，温度 19.69摄氏度、湿

度 40.56%，满足要求”……在执行完检

查任务后，每名队员都会及时在微信

工作群里汇报结果，不放过每个细节。

在各系统全力保障下，他们担

心的事没有发生。

自今年 2 月下旬载荷完全开机

以来，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就源源不

断地传回观测数据。

3 月 15 日，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探测到一个快速 X 射线暂现源后，

引起全球天文学家的关注。

“我们迅速组织了 6场全球讨论

会。”团队成员孙惠说，“但讨论会的时

间窗口太难约了。平衡之后，我们不

得不约在北京时间晚上 9点开会，导致

中方的科研人员常常讨论到半夜。尽

管如此，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

在奉献中，年轻人也获得了成长。

“人生难得有机会做这种极具挑

战性的科学项目。”团队成员刘禾阳

格外珍惜这次机会，“我坚信，我们的

工作将为人类探索更多宇宙奥秘提

供有力支撑。”

经过10余年持续攻关，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爱因斯坦探针卫星项目团队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

追梦星海 捕捉宇宙“焰火”
本报记者 吴月辉

随着夏天的到来，蚊子开始蠢

蠢欲动。蚊子在咬人的时候可能会

把一些病毒带到人体内，引发登革

热、寨卡热等传染病。

前不久，《科学》杂志报道了清华

大学基础医学院程功教授团队领衔

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在云南边境地

区发现了一种来源于植物汁液和花

蜜的环境共生菌——Rosenbergiel⁃
la_YN46，并通过环境干预有效阻断

了蚊虫携带、传播病毒，为重要蚊媒

传染病防控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蚊媒病毒传染病是人类健康和

生命的严重威胁之一，迄今为止国际

上尚无可用于临床预防和治疗蚊媒

病毒传染病的疫苗和特效药物。”程

功说，大量使用杀蚊剂可能对环境产

生不良影响，杀死其他有益昆虫。

早在 10年前，程功团队就开始关

注蚊虫的肠道微生物与蚊媒病毒，在

清华大学医学院建立病毒传染病学实

验室，研究重要蚊媒病毒及其传播。

自然界中，蚊媒病毒主要通过

“宿主—蚊虫”传播。蚊虫叮咬感染

者，从感染者体内吸食带有病毒的

血液，随后病毒感染蚊虫肠道细胞

并扩散入体内，使蚊虫携带、传播病

毒。因此，蚊虫的肠道组织是病毒

首先感染的组织器官。“蚊媒病毒必

然会与蚊虫肠道中的微生物发生复

杂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蚊虫对病

毒的易感性。”程功介绍，野外蚊虫

的肠道微生物可来自孳生水体中的

环境微生物，也可来自环境中植物

汁液或花蜜中的共生微生物。不同

地域中环境微生物组成存在巨大差

别，导致不同环境下孳生的蚊虫肠

道微生物显著不同。

决定自然界中野外蚊虫感染传播

病毒能力的肠道微生物是什么？是否

可以通过调控蚊虫肠道微生物来阻断

蚊虫携带、传播病毒？2020年 5月，程

功在云南省成立专家工作站，研究人

员深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采集

了数千只野外雌性伊蚊，分离出 55株

蚊虫肠道共生菌并进行功能筛选。

研究显示，在常见的白纹伊蚊

及 埃 及 伊 蚊 的 肠 道 中 定 植 Rosen⁃
bergiella_YN46 菌，可显著抑制蚊虫

通过叮咬吸血感染登革病毒及寨卡

病毒。Rosenbergiella_YN46 菌是一

种能决定蚊虫对病毒易感性的关键

肠道共生菌，通过分泌一种葡萄糖

脱氢酶将吸血蚊虫肠道环境快速酸

化，导致蚊虫肠道微环境重塑，大幅

降低蚊虫对病毒易感性。

为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程

功团队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

县设计了一个现场干预实验。研究

发现，通过向蚊虫孳生水体中加入

Rosenbergiella_YN46 菌进行环境干

预，孵化出的疫区蚊虫感染登革病毒

的比例大幅下降。

“相较于传统蚊媒病毒防控手

段 ，研 制 Rosenbergiella_YN46 菌 成

本低、效率高、安全系数高。”程功介

绍，他们已经在一个村落进行大规

模现场干预实验，成功后将扩大实

验范围，一步步实现共生菌环境干

预策略的落地。

阻断蚊虫传播病毒有了新方案
本报记者 赵永新

今年 5 月 30 日是第八个“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主题为

“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

更 需 要 继 承 发 扬 以 国 家 民 族 命

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

要 继 续 发 扬 以 爱 国 主 义 为 底 色

的科学家精神”，勉励广大科技

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

实现并跑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

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

接续奋斗的结果。李四光、钱学

森、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科

学家，不仅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

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也在长期

的科学实践中铸就了独特的精神

气质，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以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

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历久弥新、

催人奋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

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

影响。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

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

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没有挺得

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技成果。

广大科技工作者唯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才能肩

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勇当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排头兵。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首先要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科学家精

神的第一要义。我国科学家一直有着爱国主义的优

良传统，老一辈科学家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

急，奉献智慧和心血推动国家发展。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时刻胸

怀“国之大者”，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自

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大事业中去。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坚定勇攀科技高峰的

志向。主动创新意识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也是创造力的前提。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不断走向深

入，更加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积极

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独创独有上下功

夫，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上强化担当作为，多出

“从 0 到 1”的成果。

大 力 弘 扬 科 学 家 精 神 ，要 坚 持 求 实 奉 献 的 作

风。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既需要“敢为天下先”的自信

和勇气，也需要保持“甘坐冷板凳”和“十年磨一剑”的

耐性和定力。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潜心钻研，不盲目

追逐热点，咬定目标不动摇、不停步，才能在科研探索

中成就一番事业。

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新时代新征程上，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

的强大精神动力，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够砥砺

担当、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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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排头兵

本报电 近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航

天 工 程 公 司 首 台 套 工 业 氢 痕 量 除 杂 装 置 中 试 圆 满 成

功，将推动氢能产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技术针

对碳基氢源中一氧化碳和硫的难脱除、纯度要求高等

特 点 ，创 新 性 使 用 专 用 吸 附 剂 ，配 合 特 殊 设 计 工 艺 流

程，在相同的边界条件下，可实现收率比普通变压吸附

技术高约 20%。 （刘诗瑶）

航天工程工业氢痕量除杂装置中试成功

本报电 日前，2024 年“光影科学梦”科幻科普科学

家精神电影巡映活动在中国科技馆启动。活动持续至

12 月 31 日，这期间，数十部科幻、科普和科学家精神影片

将在全国 65 家科普场馆特效影院同步巡映。这些影片

通过创新手法和艺术表达，展现了我国科学家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传递了科学探索对人类社会进步

的重要价值。 （喻思南）

“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启动

上图：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效果图。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欧洲航天局供图

左图：今年 1 月 9 日 15 时 0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发射前夕，爱因斯坦探针卫星项目团队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试验厂房合影留念。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

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

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

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在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进程中，我国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科技创新团队。今

年 5 月 30 日是第八个“全国科

技 工 作 者 日 ”，本 版 今 起 推 出

“ 走 近 优 秀 创 新 团 队 ”系 列 报

道，展示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

者爱国奉献、勇攀高峰的创新

历程和精神风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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