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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家笔谈

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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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5日，我受邀参加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组织的《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丛
书发布会，这套丛书集成了世界范围内航空航
天科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宝贵的科研试验
数据，综合反映了当今世界范围内航空航天科
技发展现状和研究前沿。这套丛书给我很大触
动，也再次牵引出多年以来盘桓于心的情结。

勇挑重担
志在为国留下知识财富和经验沉淀

中国空间事业已经走过了60多年。这些年，中国的空间事业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正在做强！以东方红一号卫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嫦
娥一号月球探测器为代表的三大里程碑全方位代表了中国空间飞行器的
研制历程和丰富内涵。这个内涵既是人文的、技术的，也是管理的。

从人文角度看，“两弹一星”精神在新一代航天人身上传承、发扬，
他们在推动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和壮大的道路上留下了锐意进取、顽强拼
搏、砥砺前行的清晰足迹。从技术角度看，一批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
法不断被提出、验证和采用，一次又一次提高了我国空间技术水平。

从管理角度看，中国空间事业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与方法，
尤其是充分发挥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举国办大事。这些年，产生了一
大批科技报告、学术著作与论文、管理规范、软件著作权、技术专利等。

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研制队伍、不
同的专业里，有待进一步提高其系统性、完整性和受益面。我作为航天
工作的参与者、见证者，一辈子奋斗在航天战线，有责任担起这个担
子，想办法搭平台、架桥梁，弥补这一缺憾，从而能够为航天事业、为
国家留下一些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经验沉淀。

奋战500天
23册1500万字巨著填补国内空白

2016年12月，经过慎重思考，我提议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合力出版一套中国的空间技术领域权威著作，力争 2018年
出版发行，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建院五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并尽快填
补中国空间技术这一领域最新知识成果的空白。

经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专家和总师们的多次讨论，我们将
这套丛书定名为《空间技术与科学研究丛书》，由23本分册构成，丛书主编
的工作责无旁贷地由我担起。这套丛书围绕中国空间事业的科学技术、工
业基础和工程实践三条主线，几乎贯穿了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
的所有方面。正因为如此，它被优选为“国之重器出版工程项目”“国家十
三五重点出版项目”和“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8年4月份，在仅仅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后，共计23册1537万字的
《空间技术与科学研究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了，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
国内一些航天院校还以此为基础改编成相关教材。

推向世界
展现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

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重大成就，但我认为这还不够。中国正在航天强
国建设的道路上奋进，未来要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不仅要靠航天科研
生产的硬实力，而且要大幅提升国际化融合、合作的软实力。只有“两
条腿”同步发力，才会步子迈得更稳、更大。因此，丛书的外文出版工
作进而被提上日程。

经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多方的共同努力，丛书的海外出版最终
定位在了斯普林格出版社。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类出版公司之一，斯普
林格出版社以高水平的作者群体和对出版物的高水准要求著称。在经过
堪称“苛刻”的多轮审查后，可以充分代表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特色的10
本分册以“一套中国航天的书”的定位顺利进入出版计划，迈出了在海
外出版的第一步。

外文出版不是简单的中译英，要点是向国际读者展现中国特色、中
国元素和中国贡献。对每本书的序言，我作为主编都要字斟句酌，保证
具有鲜明的团队特色，呈现某一领域、某一专业的中国特点，是“中国
货”，更有“中国味”。编写团队在各分册负责人的带领下几易其稿、几
轮迭代，有时甚至不惜对书稿进行“大手术”，以进一步提升“含金
量”，确保丛书“高质量”海外发行。

2020年10月，《空间技术与科学研究丛书》英文版新书正式发布了，成
为中国航天知识成果一次走出去的“亮剑工程”，再次引起业内瞩目。国际
上很快就有专家、学者申请想搭这套丛书的“车”，出版自己的作品。

我也充分认识到，中国航天事业在世界的地位和取得的成果与话语
权严重不符，仅出几套书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常设”平台，持续地
展现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推介我们的团队和
杰出人才。两年来，我在推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
申办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 （后简称 Space） 上，投入
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在疫情期间独自撰写报告，独自参与线上答辩。

经努力，Space期刊先后获取了在国际上和国内都可发行的权利，并
获批计划于2021年1月正式出版，由我担任主编。Space期刊成为中国科
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自创建以来唯一入选的航天类综合
全英文期刊，国际化程度高、学术水平高，编委会阵容强，其中包括两
位诺贝尔奖得主，为打造国际一流期刊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份期刊

是一艘特殊的“航天器”，必将在开放和共享中国航天科学发现和创新性
成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创造奇迹
航天精神和航天工程方法一以贯之

回溯丛书中英文版的编写出版过程，感触良多。丛书中文版在编写
要求高、工作量大、人员紧张、时间短、界面多、管理难等巨大压力和
困难面前，能够按计划一本不落地出版，这和过去一些丛书出版需要几
年、甚至几十年的状况相比，几乎称得上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而英
文版更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特殊时期顺利编写、出版，让人惊叹。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源于我们航天人一以贯之的航天精神和航天工程
方法，也是我们航天事业发展的脊梁和基石。

首先，“编写中国人自己的空间技术领域丛书”的想法一经提出，便迅
速落地、落实。整个编写团队、负责机构，乃至整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
在全力以赴、全面保障，体现了我们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北斗”工程副
总设计师、卫星总设计师谢军，嫦娥四号、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天
宫一号总设计师杨宏等一线科研骨干都是一边披星戴月保型号研制，一边
笔耕不辍保编写丛书……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
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传承在我们丛书所有分册主创团队、百余名参与编
写人员的身上。

其次，这套丛书的编写，在我看来，是一场不亚于保证卫星成功研
制、发射的硬仗。作为主编，要像卫星总指挥、总设计师一样，讲科学、讲方
法，这样才能打赢仗。基于此，我们创新性地用管理航天工程的方法来管
理写作过程：在整个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共设立了 12个里程碑节点，编制
了320余项编写节点，用来把控整体工作进展状态；通过计划管理组、编写
项目组、专家审查组等方式明确编写各个环节的责任，压实压紧；建立工作
信息平台，定期召开推进会以便交流情况、及时纠正问题；同时，出版社也
及时跟进，进行培训和指导。这些做法极大地提升了写作队伍的战斗力，
优化了写作过程，从而保证了丛书的质量和进度。

持续奋斗
助力新一代航天人走得更稳更快

广阔宇宙，无尽探求。经过约一个甲子的淬炼，中国航天已经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最近 10年来，随着中国空间站、火星探测、
月球采样返回和月球背面探测、全球导航等重大工程相继完成或即将完
成，中国正迈向航天强国行列，未来还将取得更大的辉煌。在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系统总结空间技术发展规律，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是航天人
的重要使命。我从事航天工作已经52年了，作为一个既从事工程研制又
担负科学研究的航天人，深感责任之重大。

《空间技术与科学研究丛书》 国内出版、《空间技术与科学研究丛
书》海外出版、《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期刊创办这三件事情是
航天领域国内成果积累、国际成果宣传、国际平台交流的三大有效载
体，它们会助力新一代航天人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程上走得更稳更快；
也会在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上发挥作用。于
我而言，能够在这条路上坚持做一些事、做成一些事，感到非常幸福。
今后，我将继续沿着这条路坚定前行，一往无前！

（作者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系列各型号及火星探测器总指
挥、总设计师顾问，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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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叶培建为推动中国卫星遥感、月球与深空探测及空间科学
快速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经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
45667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叶培建星”。2017年 5月 8日，叶培建在命名
仪式上接过铜牌和证书并作学术报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中国大火箭剑指百吨中国大火箭剑指百吨

把“显示器”穿在身上

全柔性织物显示系统问世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振东） 把衣服变成“显示器”，
进而实现浏览资讯、收发信息、实时导航等功能，这是科学
家们一直在探寻的方向。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成功将显示
器件的制备与织物编织过程相融合，实现了大面积柔性显
示织物和智能集成系统。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自
然》杂志。

科研团队负责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彭慧
胜介绍说，如何在柔软且直径为几十微米到几百微米的
纤维上构建可程序化控制的发光点阵列，是织物显示领
域的一大难题。团队研制出两种功能纤维——负载有发
光活性材料的高分子复合纤维、透明导电的高分子凝胶
纤维，通过两者在编织过程中的经纬交织形成电致发光
单元，并通过有效电路控制实现新型柔性显示织物。

记者看到，团队研制的“发光经线”，外观与生活中
的寻常纱线类似，但通电后即可发出明亮的光。彭慧胜
表示，施加交流电压后，位于纤维上的高分子复合发光
活性层在搭接点区域被电场激发，便形成一个个发光

“像素点”。如此，在电场激发下，电极和发光层凭借物
理搭接即可实现有效发光。利用工业化编织设备，团队
目前已实现长 6 米、宽 0.25 米、约含 50 万个“像素点”
的显示织物，已能初步满足部分实际应用的分辨率需求。

据介绍，“发光经线”的直径可在0.2毫米至0.5毫米
间精确调控，赋予了其超细超柔的特性，以此梭织而成
的衣服，可紧贴人体不规则轮廓，并保证轻薄、透气。
同时，团队在“导电纬线”的力学性能上下足功夫，研
制出的高弹性透明高分子导电纤维可在与“发光经线”
交织时发生自适应弹性形变，从而形成稳定接触界面。

实验结果表明，在两根纤维发生相对滑移、旋转、
弯曲情况下，交织发光点亮度变动范围仍控制在 5%以
内；显示织物在对折、拉伸、按压等外力作用下也能保
持亮度稳定，可耐受上百次的洗衣机洗涤。

中国科学家研发出高亮度

非铅金属卤化物暖白光LED

本报电 近年来，可溶液法制备的金属卤化物钙钛矿
在显示、照明和能源领域展现出很大的应用潜力。目前
单色铅基钙钛矿发光二极管 （LED） 的效率已经接近商业
化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但是铅的毒性问题限制
了其商业化应用，并且高效白光钙钛矿 LED 仍是亟待解
决的难题。通常可以利用非铅双钙钛矿或铜基卤化物的
宽带发射来获得白光，然而目前报道的材料均难以同时
实现高荧光发光效率和高电学性能，导致 LED 器件的发
光效率和亮度都很低。

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西北工业大学黄维院士和南
京工业大学王建浦教授、王娜娜教授团队通过在铜基卤化
物前驱体溶液中引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首次实现了高
效、高亮度非铅暖白光金属卤化物 LED，为钙钛矿发光
二极管的商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这一重要研究成果于近日刊登在学术期刊《自然·通
讯》 上，博士生陈红、朱琳博士、薛晨博士为该论文共同
第一作者。此工作拓展了非铅金属卤化物材料体系，对
实现高性能非铅金属卤化物光电器件具有重要意义。

（文 心）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报道 近日，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恩杰在接受专访时表
示，未来我国将研制100吨级的重型运载火箭，以满足走
向更深远太空的需求。

报道称，目前，100吨级重型运载火箭的论证阶段已
基本完成，进入立项后续阶段，重型火箭的研究工作有
望在 十四五”期间展开。栾恩杰院士称，简单而言，近
地轨道达到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载荷可以到月球去了。

栾恩杰表示，运载工具的升级，将快速提升我国进
入空间的能力，对于加速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如虎
添翼。为了满足未来深空探测以及探月工程的需求，火
箭的能力要更强。这对于火箭来说，并不是简单的1+1=
2，而是需要一款全新的运载工具。

据了解，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是长征五
号，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25吨。以近代轨道
的运载重量为标准，长征五号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排第
一的是美国的重型猎鹰火箭，其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
达到 63.8 吨。排第二的是美国的德尔塔-4 重型运载火
箭，其近地轨道最大载荷量为28.79吨。

近日，一场以“校园小农人 种植小能手”为主题的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分校举
行。活动邀请农业专家来到学校为学生们上课，并在专
家和老师指导下亲手在种植模块上播下蔬菜种子，体验
模块种植绿色蔬菜的乐趣和劳动的快乐。

（人民图片）

校园小农人 种植小能手校园小农人 种植小能手

叶培建 （右） 与业内专家在讨论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叶培建 （右） 与业内专家在讨论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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