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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号火星车：
连续“服役”暂时“冬眠”

中国国家航天局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一年来，祝融号火星车已
在火星表面工作356个火星日，行驶总里程
1921 米。环绕器自发射以来已飞行 661 天，
进入环火轨道后，持续开展遥感探测。目
前，两器状态良好，累计获取并传回原始科
学数据约940GB。

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天问一号任务实
现了 6 个“首次”：首次实现地火转移轨道
探测器发射；首次实现行星际飞行；首次实
现地外行星软着陆；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表面
巡视探测；首次实现4亿公里距离的测控通
信；首次获取第一手火星科学数据。

踏上火星大地后，祝融号火星车经历了
多重考验。在完成了 90 个火星日的巡视探
测任务后，祝融号火星车度过了日凌阶段
——太阳运行至地球和火星中间，受太阳电
磁辐射干扰，器地通信不稳定。按照既定预
案，火星车在日凌期间暂停科学工作。日凌
结束后，“超期服役”的祝融号火星车继续开
展拓展性巡视探测任务，获取巡视区域地形
地貌影像、行驶路径磁场信息和地下剖面结
构信息，岩石、沙丘等典型地物的成分信息以
及温度、气压、风向、风速气象信息等第一手
科学数据，探寻火星起源与演化之谜的线索。

进入 2022 年，天问一号接连传回“问
候”和喜讯，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时刻——农
历虎年春节前夕，天问一号从火星轨道传回
一组“自拍”视频拜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当
天，天问一号探测器与五星红旗和冬奥会、
冬残奥会会徽同框……一系列“美拍”和科
学影像的发布，让公众对神秘的火星有了更
多了解和认知。

据专家介绍，目前祝融号火星车的巡视
区已进入冬季，白天最高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以下，夜间最低气温更是降至零下
100摄氏度，到7月中旬火星冬至前后，气
温还会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天问一号任
务团队通过环绕器获取的中分辨率图像判断

分析，祝融号所处区域正在经历强烈的沙尘
天气。

为应对沙尘天气导致的太阳翼发电能力
降低及冬季极低的环境温度，按照设计方案
和飞控策略，祝融号火星车已于5月18日转
入休眠模式。预计今年 12 月前后，巡视区将
进入初春季节，环境条件好转后，祝融号将恢
复正常工作。在此期间，环绕器将继续开展遥
感探测，并为火星车提供中继通信支持。

探测成果：
发现近期水活动迹象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和祝融号行驶火星
一年多来，中国国家航天局已发布了十批
天问一号科学探测数据。科学家通过对探
测数据的研究，陆续发布了新的科学发现
和科研成果。

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研究成
果——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刘洋团队
在地质年代较为年轻的火星着陆区，发现了
一种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富含含水硫酸盐
等矿物，形成过程可能与地下水波动有关。

火星是如何从一个“海洋星球”演变为
“沙漠行星”的？火星的水环境演化过程是
火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刘洋介绍，祝
融号火星车着陆区位于年轻的亚马逊纪地层
上——30亿年前至今的亚马逊纪是火星地质
年代几个主要阶段的末期。已有的研究认
为，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气候寒冷干燥，液
态水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极其有限。

利用祝融号火星车的探测数据，研究团
队发现了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中富含含水
硫酸盐等矿物。据推断，这些硬壳层可能是由
地下水涌溢或者毛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
矿物，胶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

刘洋说，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在亚马逊
纪时期的水活动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活
跃，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
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
利用水，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的原位资源
利用。这一发现，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
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行星探测：
未来进行小行星探测及采样

根据《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显示，
未来 5 年，中国将继续实施行星探测工程，
发射小行星探测器、完成近地小行星采样，
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等关键技术攻关。

根据规划，中国还将陆续实施天问二
号、天问三号、天问四号等任务。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介绍，目前天问二号探测器已
转入初样研制阶段，任务正在加快推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吴伟仁说，中国的深空探测会长期持续，

“能走多快走多快，能走多远走多远”。后续
的主要任务是对深远空间的小行星进行探

测，希望能对小行星进行采样，成为拥有小
行星样品的国家。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
说，小行星探测任务除了科学研究的意义之
外，也将通过技术的递进式发展，为后续火
星取样返回验证相关技术。

火星取样返回可谓火星探测“皇冠上的
明珠”，目前还没有国家做得到。张荣桥
说，与月球采样返回相比，火星取样返回存
在诸多难点——火星的“个头”比月球大得
多，从火星上起飞返回需要更大的逃逸速
度，这就要求火箭有更强的动力；火星表面
存在大气，从火星表面起飞需要一整套适应
火星大气环境的飞行产品及其控制系统；再
加上往返火星路途遥远，火星环境恶劣，都
增加了取样返回的难度。

吴伟仁说，未来中国还准备进行太阳系

其他行星的穿越探测，如对金星和威胁地球
的近地小行星进行探测，实现对其预警、防
御、处置等。

中国行星探测工程是开放的，中国始终
致力于在深空探测领域推进国际合作。在天
问一号任务实施过程中，中国与有关国家和
国际组织在测控支持、载荷研制、科学研究
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其中，中国与欧空局开展了工程技术
合作，祝融号火星车与欧空局“火星快
车”轨道器在轨中继通信试验取得成功；
与奥地利、法国开展了科学载荷合作；设
在阿根廷的深空站是中国首个海外深空测
控站，为天问一号提供了测控支持；中国
还与美国建立了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交换
机制，启动了小行星探测任务国际载荷搭
载合作等。

“探火”一年间
天问一号有何收获？

本报记者 刘 峣

““探探火”一年间
天天问一号有何收获？

本报记者 刘 峣

2021年5月15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成功着陆，首次在火
星留下中国印记。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发射、环绕到着陆、巡视，天问一号的一举一动备
受世界关注。

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北部低地的乌托邦平原区域行驶1年多的时间，累计
行驶近2000米，获得大量宝贵的科学探测数据。“探火”一年，天问一号有何收获？在不远
的将来，中国深空探测将走到多远？

据新华社电（记者董雪）水稻是
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生长过
程需水量大，优化其节水抗旱性状事
关百姓“饭碗”。近日，上海市农业
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团队
最新发现了一个能让水稻更抗旱的基
因 OsRINGzf1，该基因通过减少细胞
上的水分通道来减少细胞失水，提高
植株在干旱条件下的保水能力。成果
在线发表于植物学国际知名期刊《植
物生物技术杂志》。

“我们做了长期的抗旱性遗传研
究，用大量干旱条件和正常条件对比
寻找调控抗旱性的基因，通过精细定
位在水稻第四染色体上发现了 Os-
RINGzf1。”文章通讯作者、上海市
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研究员刘鸿艳介
绍说。

第一作者、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陈
守俊介绍，超表达该基因（即增加该
基因）增强了水稻对干旱胁迫及盐胁

迫的抗性，相反，敲除该基因使水稻
对干旱更为敏感。在干旱条件下，超
表达该基因的水稻产量比对照组高
10%以上，从而减少干旱带来的产量
损失。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揭示其调节
抗旱机制——可以与 OsPIP2；1 等 6
个水通道蛋白结合，在OsPIP2；1的
降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刘鸿艳解
释说：“该基因会给水通道蛋白打标
记，被打上标记的水通道蛋白将被带

到蛋白酶体那里去降解掉。”
水通道蛋白就是细胞膜上的“水

孔”，为水分跨细胞运输提供通道。
水分会通过水通道蛋白进入到细胞间
隙，再从间隙来到叶表皮下的气孔
处，进而在蒸腾作用下蒸发到空气
中 。 因 此 ， 当 OsRINGzf1 基 因 增
加，水稻的“水孔”减少，水分的流
失自然减少。

罗利军团队自 20 世纪末在全世
界范围内收集水稻种质资源，在我国
建成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建立节水
抗旱稻理论与育种体系，以“旱优
73”为代表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在生
产中大面积推广。

中国科学家发现水稻抗旱新基因

高考临近，河南省焦
作市温县一中组织高三学
生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减
压活动，让学生们通过趣
味游戏放松心情，释放压
力，迎接高考。

图为 5 月 23 日，学生
在操场上做减压游戏。

徐宏星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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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号火星车（左）与着陆平台的合影。
国家航天局供图

天问一号环绕器与火星合影天问一号环绕器与火星合影。。
国家航天局国家航天局供图供图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5月
23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接受采访时
说，受疫后复苏、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
球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长“非常强劲”，中国
在这一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能源署4月发布的可持续复苏追踪报
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世界各国政府为后
疫情时代可持续复苏已拨款超过 7100 亿美
元。比罗尔预计，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将会继续增加。

“我们看到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三种商
品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面
临的重要风险。”比罗尔说，“我预计，如果
没有积极、令人惊喜的因素影响，未来几周
和未来几个月， 我们将看到油价仍将处于高
位且波动较大。”

为给全球油价降温，国际能源署上月宣
布其成员国将释放1.2亿桶石油储备。成立于
1974年的国际能源署包括31个成员国，总计
拥有15亿桶石油储备。

他说：“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势头非常强
劲。去年和今年，我们都看到可再生能源的
大幅增长，尤其是太阳能领域的增长，中国
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 60%的
太阳能增长都来自中国。中国在太阳能、风
能、水电和电动汽车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如今，全球生产的电动汽车有一半以上来自
中国。”

国际能源署5月预测，尽管面临成本上升
和供应链瓶颈等不利因素，全球可再生能源
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仍可望在2022年再次打破
纪录。该机构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受中
国、欧盟和拉丁美洲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推
动，今年以来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比最初预期
的要快得多。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5月22日至26日在
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聚焦地缘政治风险、
新冠大流行、气候变化、全球经济风险四大
挑战。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 爽 玛蒂娜·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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