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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探测以火星为重点

“天问”发射、“祝融”登火；“嫦
五”落月、月球“挖土”；“神十二”蓄
势、“天和”将启……一段时间以来，中
国航天喜讯迭报，令国人振奋鼓舞。

“重点推进行星探测、月球探测、载
人航天、重型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天地
往返运输系统、国家卫星互联网等重大工
程。”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说，
目前航天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在制定
中。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继续实施重大
科技工程，提升航天综合实力。

6 月 11 日，“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
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
迹”和“着巡合影”照片迅速刷屏。天问
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揭开
神秘面纱，标志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许洪亮透露，在 2030 年前，中国行
星探测工程仍将以火星探测为重点和主
线。其中，2025年前后实施近地小行星取
样返回和主带彗星环绕探测任务，实现近
地小行星绕飞探测、附着和取样返回；
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还
将实施木星系环绕探测和行星穿越探测
任务。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
张荣桥说，中国下一步的行星探测有重
点、有热点、有亮点。

“重点”在火星——
“火星是中国后续探测的重点，也是

国际深空探测的重点。火星是我们的近
邻，科学上的意义仍然巨大。”张荣桥说。

“虽然国外在火星探测上已经取得很
多成就，但实际上人类对于火星的认识还
远远不够——火星古环境是否适宜生命生
存？古海洋是不是真的存在？火星中低纬
度地下是否还有水/冰？火星的大气是怎

么逃逸的？这些问题都还在困扰着我
们。”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
统总设计师刘建军表示。

“热点”在小行星——
“小行星虽然小，但探测任务难度很

大，可以带动中国的航天技术向精细化发
展。”张荣桥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危害、小
行星上的资源等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张荣桥透露，中国在推进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时，便针对小行星取样返回任务开
展了先期研制。同时，小行星取样返回任
务也是为将来火星取样返回技术做探索。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的安排协调递进发展，
形成了完整的整体。

“亮点”在木星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木星系的认知

非常之肤浅，进行的探测也非常之有限。
木星系孕育着大量科学新发现的机会。”
张荣桥说，除了科学意义之外，木星系探
测还能带动更远距离的测控、更长寿命的
探测器技术和新能源的利用，有助于航天
技术的深远发展。

除了行星探测之外，在月球探测方
面，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发射嫦娥六
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实施月球极区环境
与资源勘查、月球极区采样返回等任务；
后续还将发射嫦娥八号。在载人航天方
面，中国将在2022年底建成长期有人照料
的载人空间站，开展航天员长期驻留、
空间科学试验、空间站平台维修维护等
工作。

与各国开展航天交流合作

中国的行星探测和空间站建设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世界各
国的科学探索带来了机遇和希望。

“中国将继续秉持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积极
与 各 国 开 展 航 天 领 域 的 交 流 合

作。”许洪亮说，中国将扩大航天合作交
流，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据介绍，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
务中，国家航天局与欧洲空间局以及阿根
廷、法国、奥地利等国家的航天机构，通
过载荷搭载、测控支持、科学研究等方式
开展广泛合作。

此外，在嫦娥六号、小行星探测任务
中，中国也向国际合作伙伴提供了载荷搭
载的机会，还向国际社会公布了嫦娥五号
月球样品合作的管理办法；国家航天局与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发布联合声明，
共同邀请国际合作伙伴在国际月球科研站
的规划、论证、设计、研制、实施、运营
等方面开展合作，并将于近期公布国际月
球科研站路线图和合作伙伴指南，指导国
际合作伙伴选择可加入的领域和项目。

许洪亮说，国家航天局将陆续公布
后续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如嫦娥七号、
八号等月球探测任务以及火星采样返
回、木星系探测等行星探测任务的国际
合作计划，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理念，与国际同行一起密切协作共同探
索宇宙的奥秘。

在工程合作方面，中国将按计划推进
中意电磁 02 星、中法天文卫星、中巴地
球资源后续星等卫星工程联合研制，促进
卫星数据共享与应用；在服务全球方面，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金
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建设，提供高质量的
空间信息服务，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等共同挑战；在促进
交流方面，充分发挥多双边机制作用，支
持海南国际航天城交流平台建设，鼓励科
研机构、航天企业、高等院校等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展览展
示、人才培养等不同层面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探索、开发、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将始终坚持
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原则，
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力争取得更
多新发现、新成果，实现科学产出最大
化，让航天探索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贡献更大力量。”许洪亮说。

增强卫星应用服务能力

“我们将继续按照国家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要求，完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和配套地面设施，提升卫星对地观测、通
讯广播和导航定位的服务能力。”许洪亮
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不断增强
卫星应用服务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北斗导航卫星、风云气象卫
星等卫星资源应用走进千家万户；高分专
项工程在防灾减灾与应急响应、资源开发
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等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
的《2021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
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4033 亿元，较
2019年增长约16.9％。北斗三号全球系统
开通服务以及“新基建”发展战略实施，
进一步刺激和拉动了各行业对北斗卫星导
航技术应用的需求和投入，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获得了重大发展机遇。

许洪亮说，在服务治理能力提升方
面，将围绕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和数字中
国建设需求，加强卫星数据产品与服务在
资源环境与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与应急响
应、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城镇化建设与
区域协调发展等行业领域深度应用；在服
务经济发展方面，推动遥感、通信、北斗
导航应用产业化，开发面向大众消费的新
型信息消费产品与服务，丰富应用场景，
提升大众生产生活品质，推动航天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航天的重点、热点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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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近日，中国
国家航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十四五”及未来
一个时期的发展重点规划。根据规划，中国航天将加
快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重点
提升航天科技创新动力、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积
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

火星取样返回、建成载人空间
站、扩大合作交流……中国航天事
业跨越发展、大胆创新的“中国速
度”，将继续令世界惊艳赞叹。

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由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着巡合影着巡合影””图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本报电（记者刘峣） 近日，首套中国星球探测科
学绘本——《向太空进发·星球探测系列》新书发布会
在北京天文馆举行。

《向太空进发·星球探测系列》 共有 3 册，分别为
《登陆火星！》《飞奔去月球》 和 《下一站，小行星》，
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联合策划，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民科学家叶培
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联袂推荐，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工程师胡浩和中国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担纲顾问。

该系列绘本围绕中国星球探测工作的三大方向
“探月工程”“火星计划”和“小行星探测”展开，以3
颗探测器的太空旅程为线索，用探测器的第一人称视
角，去到第一现场，近距离了解星球探测的全过程。
其中 《登陆火星！》（上图） 以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
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的“天问一号”探测器为原型，
用纪录片手法记录了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全过程。

《向太空进发·星球探测系列》

首套中国星球探测科学绘本发布

近日，中国首座“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
础平台”建造完工，并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
建造基地举行装船下水仪式。

这座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础平台高 32
米，设计吃水 13.5 米，由舟山惠生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承接建设，将作为承载海上风电机
组的基础平台，应用在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广
东浮式海上风电项目试验样机工程中。该工
程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沙扒镇附近海域，每年
可为3万户家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电能。

图为下水前的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础
平台。 黄宁璐摄 （人民视觉）

首座“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础平台”装船下水首座“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础平台”装船下水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
二号二号 FF 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本报电 （记者王昊男） 近日，“长
安链”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
发布了全球首款 96 核区块链专用加速
芯片。

据了解，“长安链”是国内首个自
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具有
全自主、高性能、强隐私、广协作的
特性。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
究院院长董进介绍，本次发布的全球
首款 96 核区块链专用加速芯片是基于
RISC-V 开放指令集定制设计的专用
处理器内核，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
芯片为核心打造的超高性能区块链专
用加速板卡，经过全面实测，可将区
块链数字签名、验签速度提升 20 倍，
区块链转账类智能合约处理速度提升
50 倍，可为突破大规模区块链网络交

易性能瓶颈提供硬科技支撑。“芯片的
强数据隐私保护能力，也为实现‘数
据可用不可见’的落地提供了自主可
控、高效实用的方案。”

在发布会现场，中粮集团、中国
华电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国联
通集团分别发布了“长安链”重点应用
场景。据了解，自 2021 年初发布以来，

“长安链”生态已经汇聚了 50 家联盟成
员作为关键场景建设者，20余家硬件生
态伙伴、100多家应用开发商以及超过1
万名开源社区成员。目前，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的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已启动建设
区块链算力平台，该平台将拥有超过20
万个区块链计算单元，建成后可支撑超
过 100 万个节点、每秒处理交易峰值突
破100万笔的超大规模区块链网络运行。

全球首款96核区块链专用加速芯片发布

修复文物前，先要“拆”文物；
“拆”文物前，又要先破解一个难题：
20 年前粘接文物碎片时，用的是哪种
胶水？为了找答案，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文物修复师范文奇和同事们，用
上了“黑科技”……

一年前，范文奇接到了140多件汉
代或战国时期的陶器。这批陶器，近
20 年前陆续出土于长江三峡地区的重
庆市巫山县。那时正值三峡水库蓄水
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与文化遗
产保护专业人员齐聚长江边，抢救发
掘出这批即将被淹没于水下的文物。

范文奇说，当时由于时间紧迫，
在发掘现场往往只能将文物碎片用胶
水简单粘接处理，拼个“大概”，再存
入库房。而现在，长江三峡地区各区
县博物馆陆续落成，存在库房里的文
物要展出，先得把“大概”拼的文物
还原成原始碎片，再重新精细拼接。

“拆”文物，首先要搞清文物上当
年用的是哪种胶水，根据胶水采取不同
的除胶办法。价值近200万元的专业分
析设备“黑科技”拉曼光谱仪派上了用
场。这台设备，可快速检测出物质构
成。借助拉曼光谱仪的“火眼金睛”，
当年拼接文物使用哪种胶水的“谜团”
终于揭开，这批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得以
顺利推进。

现在，范文奇和同事们修复文物的
工作地点，搬到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日前落成的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这
里将成为三峡出土文物后续保护修复的
主要场地。基地中，除了拉曼光谱仪，
X射线荧光能谱仪、超景深显微镜等设
备也一应俱全，成为文物修复师的“最
强辅助”。

修复文物离不开“老手艺”的传
承，展示文物需要“数字化”的助
力，在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传统
与现代相得益彰，共同促进长江文化

“瑰宝”活起来。
在基地文物修复室，28岁的文物修复师赵晓宇笑

称，自己有一手漂亮的木匠活。“尽管现在设备先进，
文物修复的传统技术还用得上。”赵晓宇说，给文物矫
形时，每一件文物变形程度不同，他就按照老师傅教
的方法，锯出不同形状的木块，为每一件文物“量身
定制”矫形工具。

目前正在基地内首次面向公众展出的汉辟邪座青
铜连枝灯，就是赵晓宇和同事们历时近两年的保护修
复成果。在这座修复过的青铜灯上，呆萌的“辟邪小
神兽”、留着山羊胡的跪坐羽人栩栩如生，闪耀着古老
而神秘的光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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