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责编：刘 峣 邮箱：onionliu@hotmail.com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地月通信功能更广性能更强

“鹊桥二号中继星作为探月工程四
期任务实施的‘关键一环’，将起到通信
枢纽的作用。”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副主任葛平表示，此次鹊桥
二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准
时发射、精确入轨、精准控制，为后续执
行一系列飞控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何要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专家表示，由于月球始终有一面背

对地球，着陆在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受到
月球自身的遮挡，无法直接实现与地球
的测控通信和数据传输。这时就需要一
颗中继星，为地面和月球探测器之间架
起信息联通的桥梁。取名“鹊桥”，来
源于古老的民间传说，既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又形象解释了这颗卫星的
特殊作用。

中国曾在2018年发射了首颗中继星
“鹊桥”，为月球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探
测器提供中继通信。如今，“鹊桥”中
继星已经在轨工作多年，处于超期服役
状态。

“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开展着陆探测
以及采样的地点主要位于月球南极和月
球背面地区，因此需要功能更广、性能
更强的中继星，架设起月球对地球新的

‘中继通信站’，解决月球背面探测器与
地球间的通信和数传问题。”葛平表示。

根据探月工程四期任务的需要，科
研人员对鹊桥二号中继星进行了攻关。
与“鹊桥”中继星相比，鹊桥二号中继
星技术创新更多、技术状态更多、功能
更强、接口更为复杂、研制难度更高、
任务时间跨度更大。此外，在实施中继
通信任务之外，鹊桥二号还携带了多台
科学载荷，将执行科学探测任务。

据介绍，除了服务于中国探月工程
四期，后续鹊桥二号中继星还可为国内
外月球探测提供中继通信支持。

嫦娥六号上半年择机发射

葛平介绍，鹊桥二号中继星调整进
入 24 小时周期的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
后，将与嫦娥四号进行在轨对通测试，
与嫦娥六号进行天地对通测试，验证它
们天地联合工作的协调性、匹配性，判
定鹊桥二号中继星是否具备支持嫦娥六
号实施月背采样返回的能力。

嫦娥六号将于今年上半年择机发
射。对于嫦娥六号即将开展的月背采样
返回任务，专家表示，迄今为止人类已
进行的10次月球采样返回均位于月球正

面，月球背面整体相对月球正面更为古
老，且存在月球三大地体之一的艾特肯
盆地，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嫦娥六号任
务预选着陆区位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
肯盆地，以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
同年龄的月球样品，增进人类对月球的
认知。任务实现采样返回后，科学家将
对月球背面样品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
室研究，分析月壤的结构、物理特性、
物质组成等，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
的研究。

当前，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探月热
潮，世界主要航天国家都在积极开展探
月活动。葛平表示，中国探月工程向来

重视国际合作，中国探月的合作之门始
终敞开，这在以往的探月工程任务中已
有很多生动案例和共赢成果。中国已向
国际开放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申请，
后续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测工程相关
任务也将面向世界公开征集合作方案。

据了解，嫦娥六号任务搭载了法国
的氡气探测仪、欧空局的负离子探测
仪、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镜、巴基斯坦
的立方星等 4 个载荷和卫星项目。与此
同时，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月球科研
站大科学工程，希望更多国际伙伴加入，
共同拓展人类认知疆域，为和平利用太
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开启新征程

地月之间地月之间架起新“鹊桥”
本报记者 冯 华

近日，鹊桥二号中继星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鹊桥二号中继星作
为探月工程四期后续任务的“关键一环”，将架设地月
新“鹊桥”，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任务提供地月间
中继通信。3月25日，鹊桥二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飞
行。后续，鹊桥二号中继星将通过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
倾角，进入24小时周期的环月大椭圆使命轨道，按计
划开展与嫦娥四号和嫦娥六号的对通测试。

这座新“鹊桥”有何不同？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
探月工程四期后续如何开展？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于2021年12月获批实施，由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4次任务组成。其中嫦娥
四号已于2018年12月发射，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嫦娥六号将于今年上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和
嫦娥八号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开展月球环境探测等任务。

链 接链 接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任务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

从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重
大科技成果，到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等
科研平台挂牌亮相，再到京津冀特色细
胞谷试验区崭露头角……小小细胞，正
在渤海湾畔迸发出无限活力。

昔日传统工业城市天津放眼长远、
提前筹谋，将目光聚焦于细胞，并由此
加大科研投入，吸引英才，加快成果转
化，打造细胞治疗中心和生产基地，建
设集研发、转化、应用、生产于一体的
细胞产业聚集区。

小细胞激活新产业

知名疫苗研发企业康希诺生物股份
公司最近研发了一款 13价肺炎球菌多糖
结合疫苗。“肺炎链球菌是引起儿童肺
炎、脑膜炎等严重疾病的主要病原菌，
我们的新药目标是为2岁以下婴幼儿诱导
出较高的特异性抗体水平，并产生免疫
记忆。”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席科学官
朱涛说。

这是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的最
新成果，也是这里创新勃发的佐证。

“天津拥有优质的医疗机构、权威的
创新平台、顶尖的专业团队，是我国细
胞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天津市细胞
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和创生物总经理
闫凤英说。

走进博雅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基
地，遍布精密仪器的实验室里，被洁净服
和口罩包裹着“全副武装”的科研人员正
紧盯着显微镜，观察最新送来的样本。

这是一家致力于细胞治疗技术开发
及应用的企业。“细胞和基因技术正在为治疗系统性、退行性、
肿瘤性、遗传性、创伤性疾病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博雅生命
旗下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磊认为，这是新质生
产力的典型代表。

2021 年 9 月，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率先在滨海新区
旗下功能区滨海高新区挂牌。同年，由天津滨海新区打造的

“天津市细胞产业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型产
业集群。

滨海新区科技局局长刘朱岩介绍，滨海新区将细胞和基
因治疗列为八大未来产业之一，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落到实处。

新产业聚高端人才

不久前的一个公开论坛上，昆翎医药联合创始人张丹讲
述了在天津创业的故事。

十多年前，海外归国的他萌生了开拓国内细胞治疗产业
的想法。不过，细胞治疗在当时属于前沿技术，国内对其了
解不多，但天津经开区却提供了3000万元启动资金。昆翎医
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如今聚集了4000余名产业人才。

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赛道的重要领域，细胞
产业在天津拔节生长，得益于厚植育才“土壤”，以吸引人才
来此干事创业。

2021年挂牌的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通过“揭榜挂帅”方
式，充分发挥出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特点，建立了全新用人
机制。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截至目前，细胞生态海河实
验室引入7位院士，团队成员700余人，成为我国细胞领域当
之无愧高端人才聚集地。

天津选择以市场化手段为科研成果“定价”，相继出台了
股权分享、知识产权折价、薪酬奖励等激励政策。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这里以现金收
入加股权期权的方式，在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中率先实现将
成果转让总收入的 49%奖励给成果完成者，到 2020年这一比
例提升至70%，专业运营率达到32%。

面对细胞产业高端人才稀缺问题，天津超前规划，通过
政府出资、政策支持等手段，鼓励创新平台与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共建生物医药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据新华社电 记者毛振华、王井怀、梁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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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近年
来通过一系列数字应用“组合
拳”，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
惠政策，推动智慧教育建设，
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图为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的学生在体验VR摩托车竞速
项目。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数字赋能智慧教育数字赋能智慧教育数字赋能智慧教育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近年来
持续发力青年人才引育，创新出
台《钱塘校融·大学生创新创业三
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围
绕“融入钱塘、宜业钱塘、乐创钱
塘”三大方面实施十大工程，助力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图为下沙街道人社专员为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提供政策咨
询服务。

何玲玲摄

鼓励青年创新创业鼓励青年创新创业

据新华社电 （记者戴威、马欣然） 日常生活
中，隧道可以帮助人们穿山越岭。在植物细胞
内，当内部物质穿过细胞膜时，往往也会通过类
似的“隧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孙林峰教授团队近日在第六大植物激素——油
菜素内酯的运输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油
菜素内酯的首个运输蛋白。该研究成果 3 月 22 日
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

油菜素内酯又名“芸苔素内酯”，可以调控植
物体的生长、伸长、开花和育种等多个方面，是
一种高效广谱、无毒无害的新型植物生产调节剂。

1996 年，科学界将其列为继生长素、脱落
酸、细胞分裂素、乙烯和赤霉素之后的第六大类
植物激素。它在细胞内部合成，但是需要运输到
细胞外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它的运输过程却一
直是个未解之谜，极大限制了油菜素内酯信号调
控的研究。

在此次研究工作中，科研人员在研究第一大
类植物激素——生长素的运输过程中，有了意外

发现。科研人员介绍，ABCB19蛋白被广泛认定为
生长素的运输蛋白，突变蛋白意味着功能破坏，
即不再能运输生长素。但他们却发现，这一蛋白
突变后的植株，其外形特征与其他生长素运输蛋
白突变体表现得并不完全一致，于是怀疑，这一
蛋白是否还运输别的植物激素？研究团队就此检
验了该蛋白对其他植物激素的反应情况，最终发
现了油菜素内酯的运输过程。

据了解，研究团队还与比利时根特大学尤金
妮娅·拉西诺娃团队进行合作，在植物细胞内证实
了ABCB19蛋白能够运输油菜素内酯，并且正向调
控植物的油菜素内酯信号。

“ABCB19 蛋白可以转运油菜素内酯是一个有
趣的发现，团队为该领域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审稿人评价道，这项成果填补了油菜素内酯运输
关键领域的空白。

孙林峰表示，此次科研进展为后续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未来，相关研究将为人们理解、利用
油菜素内酯信号促进农业生产提供更多帮助。

本报电（记者郑洋洋） 3月26日，随着第一条
生产线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全线贯通，晶科能
源“年产 56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一期工
程顺利投产，拉棒、切片、电池、组件四个环节
全线贯通，一期14GW一体化产能全线点火运转。

据了解，这是山西省引进和落地的重大转型
项目，是山西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
发展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成果，对于加
快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具
有重大意义。

该项目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新兴产
业园区，规划建设年产56GW单晶拉棒、56GW切
片、56GW高效电池片和56GW组件产能。第四期
项目预计 2025 年建成投产，项目全部达产后，可
解决就业约3万人。

该项目是山西省近年来引进的单体投资最大
产业项目，致力打造光伏行业垂直一体化“超级
数字工厂”，总投资约 560 亿元。项目首次将拉
晶、切片、电池和组件自动化连接，同步推进工
程建设和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山西年产56GW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投产

中国科学家探秘第六大植物激素

图片来源：国家航天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