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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月更准更稳

与月球正面相比，月球背面地形更
为崎岖。嫦娥六号落月所在的南极—艾
特肯盆地区域地势较低、大大小小的撞
击坑分布多，光照和测控更易受到地形
遮挡影响，这些因素都给安全落月带来
严峻挑战。

自主软着陆的避障技术是深空探测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为了落得准，嫦娥
六号携带了多个敏感器，通过光学、微
波等方式自动判断具体的着陆地点。其
中，“激光测距敏感器”可以向月面发射
激光脉冲，通过测量月面回波脉冲信号
与激光发射脉冲信号的时间间隔，为嫦
娥六号探测器提供精确的距离信息。

“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工作于风险
最高的悬停避障阶段。敏感器可扫描预
选着陆区，快速完成三维成像，实时修
正预定落点，帮助和引导嫦娥六号寻找
平坦的安全着陆区，防止出现撞击坑或
障碍。敏感器保障着陆器落地倾角平
稳，为后续取样与返回任务提供了完美
的平台姿态，再次证明中国具备在月面
实现着陆器精确避障能力。

软着陆月背前，嫦娥六号着陆器和
上升器组合体经受了“最后一落”的冲击。
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29 厂量身定制的

“纤纤美腿”，让嫦娥六号落月更轻盈。
嫦娥六号组合体在落月时，撞击月

面形成较大的冲击载荷，必须设计相应

的着陆缓冲机构，保证探测器不翻倒、
不陷落。为此，科研人员为嫦娥六号定
制了4条轻质、高强的“腿”，即着陆缓
冲机构。每条着陆腿都由一个主腿、两
个副腿和一个足垫组成，采用新型高强
合金材料制作，并作了特殊材料填充。
在着陆前，主副腿协同工作，在着陆时
安全地支撑住探测器的身体，将各种冲
击力传递、吸收。

嫦娥六号着陆器搭配了 4 个被称为
“足垫”的圆形“大脚掌”。其盆状结
构以及设计巧妙的“足弓”起到了更
好的缓冲作用，防止探测器在着陆月
背时摔倒，提升嫦娥六号落月时的舒
适“脚感”。

取样种类更丰富

在月背停留约 49小时，嫦娥六号着
陆器配置的采样监视相机、月壤结构探
测仪、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等多种有效
载荷仪器，开展了月表形貌及矿物组分
探测与研究、月球浅层结构探测等科学
探测任务。其中，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
对月壤的光谱特征信息进行了记录。

据介绍，此次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
采用了月球表面原位光谱探测技术，国
际上首次实现在月表复杂场景下对矿物
近距离且不破坏赋存状态的高分辨率光
谱实时探测。分析仪不仅可以分析采样
区的矿物组成分布，还能够关注月壤中
是否含有水，为破解月球起源与演化等

科学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次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挖土”

的地点所处纬度更高，月壤的风化程度
相比低纬度地区更加不充分，月壤的石
块含量可能会更多，这对地面规划和采
样机构带来了挑战。

嫦娥六号在月背取样采用了表取和
钻取两种方式。钻取需要采集一定深度
的月球次表层样品，争取让采样装置采
得更深，让样品种类更为丰富。表取采
样则是在一片区域里进行多次采样，主
要采样目标是月球表面的风化层样品。

此次嫦娥六号钻取所用的采样装置
共有 3层结构，设计长度为 2.5米，最外
层是外钻杆，紧靠外钻杆的是取芯管，
取芯管的外面包裹着一条取芯袋。当钻
头向下钻进时，取芯袋也会跟随着取芯
管向下运动，钻取到的月壤岩芯则会被
顶进袋内。

外钻杆是钻取采样设备中的关键部
件，为了保证钻取有力度、设备不易变
形，同时减轻自身重量，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科研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最
终研制出高强韧铝基复合材料挤压棒材、
锻件和厚壁管材，实现材料性能和稳定性
大幅提升，制作出的钻杆耐磨性和强度可
以与钢材媲美，同时重量减轻了65%。

地月通信更畅通

要将 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土壤在无
人条件下进行打包封装，并历经空间飞

行、再入返回等步骤，如何维持月球样
品原态非常重要。为此，研制团队突破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确保嫦娥六号完成
自动密封任务。

如何实现自动密封？据介绍，为保
证取得的样品在提芯过程中不发生掉
落，研制团队采用了特定封口方案。封
口器采用扭转密闭式结构，并进行大应
变材料设计，具有低力载、高可靠的特
点，长时间处于大变形承载状态下不发
生应力松弛现象，实现简单可靠的封口。

针对采集的月壤样品具有可变形特
征，嫦娥六号探测器还专门设计了特殊
的提芯拉绳，确保取芯软袋具有确定的
几何形状，方便样品传送和转移。

嫦娥六号以及探月工程四期后续任
务，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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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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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嫦娥六号任务过程中，作为“奔月先行
者”的鹊桥二号中继星顺利“搭桥”，保
证了地月数传链路的连续性。

为了大幅提高通信速率，鹊桥二号
中继星首次使用了环月大椭圆冻结轨
道，有利于在轨道上长期驻留。嫦娥六
号任务中，研制团队将鹊桥二号中继星
前向链路 （从中继星到月面探测器） 和
返向链路 （从月面探测器到中继星） 的
最高码速率提高了近 10倍，对地数据传
输链路的最高码速率提高了近百倍。

创新技术助力月背“挖宝”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嫦娥六号上升器成功与轨
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完成月球轨道交
会对接，并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移
至返回器中。此刻，嫦娥六号轨道器
和返回器组合体正在环月轨道上飞
行，等待着将月背珍宝带回地球。

从降落月面到采集月壤，再到封装
拍照、起飞对接……在环环相扣的“奔
月”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支撑助
力。一系列敢为人先的创新设计，让嫦
娥六号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安全。

本报电 （记 者 刘峣） 近 日 ，
360AI新品发布会暨开发者沟通会在
北京举行。会上，三六零集团发布全
新360AI搜索及360AI浏览器。

据介绍，360AI 搜索基于“我搜
你看，你问我答”定位，通过思考模
型、搜索模型、阅读模型、写作模
型、追问模型 5 大场景模型协同工

作，为用户提供多语言搜索、多模
态搜索及多任务搜索，将搜索内容
反馈从“模糊”变为“精准”，提升
搜索效率，实现功能和用户体验的
提升。全新推出的 360AI浏览器可覆
盖 论 文 、 图 书 、 视 频 、 音 频 、 网
页、图片六大场景，助力办公学习
提速。

三六零集团发布AI搜索和浏览器

为更好落实“双减”政策，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浙江省嵊州市下王镇
中心小学开设艺术社团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图为学生在石头上创意绘画。 周 佳摄

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合影。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合影。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多彩社团
快乐成长
多彩社团多彩社团
快乐成长快乐成长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晓青） 从智慧金
融到智慧医疗，从上海“五个新城”建设
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6月9日至
11 日，中美青年在上海交流了科创领域的
新趋势新亮点。

作为“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
旗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教点亮希
望 携手开创未来”和“创新创业创未
来 共享共赢共发展”两个专题团组交流
活动连日来在上海开展。应邀参访上海的
27 名美国青年来自美国东、中、西部各
州，年龄最小的 18 岁，在大学攻读本科
学位，年龄最大的超过 40 岁，已是独当
一面的企业家。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是这些美国青年
到访上海的“第一站”。两个专题团组了解
了上海近百年来的发展规划，并询问了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海“五个新城”建设
等的最新政策及相关信息。他们对上海正
在加快培育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兴趣十足，也关心上海
城市建设进程中对大数据、云计算、科技
金融等方面的最新运用。

在复旦大学、长三角绿洲智谷赵巷园
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中
美青年围绕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
讨，其中不乏青年科学家、企业家和发明
家之间的“头脑风暴”。

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安排下，部分美
国青年走入上海本地青年家中，体验了一段
海派家庭生活。两个专题团组还登上中国第
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俯瞰城市景观；在中国
农历端午节当天美国青年们赴上海市郊朱
家角镇，感受江南古镇节日氛围。

“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由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共同发起并组织实施。结束上海段活动
后，这些美国青年启程赴北京参加“中美
青年友好会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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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姚友明） 记
者近日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
到，由该校教授、作物抗逆与高效
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晓杰带
领的科研团队，继两年前发现小麦
中协助条锈菌感染的感病基因后，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黄淮麦区主产
小麦品种进行改良并进行田间试
验，发现这些小麦品种不易再受到
条锈病菌的侵染。这标志着该项技

术从理论到指导生产实践迈出了关
键一步。

2022 年 ， 国 际 顶 级 期 刊 《细
胞》（Cell） 在线刊发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植物免疫团队历经 18 年的研究
成果——王晓杰带领的科研团队发
现了小麦中协助条锈菌感染的感病
基因。进入到田间试验阶段，王晓
杰的团队先在麦苗发青时将幼胚取
下，随后将质粒导入幼胚，完成基

因编辑过程。随后，团队将筛查基
因编辑成功的幼胚育成麦苗，再移
植到试验田中种植。夏收时节，试
验小麦喜获丰收。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编辑协助
条锈菌感染的感病基因 TaPsIPK1 后
的品种产量，与未编辑品种产量相
比无显著差异。且条锈病抗性由高
感提高到中抗或高抗，实现了编辑
感病基因提高品种对条锈病的抗

性，且保持了原品种的主要农艺性
状，显示了编辑品种在生产上良好
的应用潜力。此外，该研究创制出
的广谱抗病农艺种质材料，为小麦
抗锈病育种提供了宝贵的抗源材料。

小麦条锈病是气传性的真菌病
害，具有易传播流行特性，是小麦
头号重大生物灾害，被称为小麦

“癌症”，在全世界小麦种植区均有
发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发
生过8次小麦条锈病大流行。

下一步，王晓杰团队将致力于
通过基因编辑让原有小麦品种对小
麦条锈病、白粉病和赤霉病等病害
实现“兼抗”。

中国科学家小麦条锈菌感病基因编辑试验获进展中国科学家小麦条锈菌感病基因编辑试验获进展

江苏省从 2023 年开始实
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三年行动
计划，一批从乡镇小厂起家的
民营企业，多年来坚持专业
化、精益化、特色化、创新
型的发展方向，逐渐成长为
专注细分市场、创新能力突
出、生产管理精益、掌握独
门 绝 技 的 “ 单 打 冠 军 ” 和

“小巨人”企业。
图为在位于江苏省盐城市

滨海县的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
限公司，工人和协作机器人在
生产车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江苏：
培养“小巨人”

多国科学家在西藏
纳木错开展联合科考

据新华社电（记者田金文） 近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变化研究团队与德国、瑞士、英国、
美国等多国科学家和钻探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队，在
西藏纳木错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科研人员在纳木错开展湖
泊岩芯钻探，为开展青藏高原过去一百万年以来气候环境
变化研究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西藏纳木错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湖面海拔 4718米，是
西藏第二大湖，也是第二次青藏科考包括长江、怒江、色
林错、纳木错在内的“两江两湖”区域重要的科考基地。

纳木错湖泊科考负责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研究员王君波介绍，此次在纳木错开展的湖泊科考是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ICDP） 中的一个项目，联合科考
队计划在纳木错三个点位共钻取近 1000 米长度的湖泊岩
芯，并有望在其中一个点位获得透底湖芯。同时，此次纳
木错湖泊岩芯钻探是迄今为止全球海拔最高的ICDP钻探项
目，钻探使用的平台、钻机及主要钻探技术人员都来自我
国，所获取的岩芯将永久保留在我国。

王君波介绍，科学家通过采集湖泊沉积物开展相关分
析和研究，可以反推沉积物形成时的气候环境状况，这就
是古气候和古环境重建研究。通过钻探从沉积物中取出的
柱状样品就是岩芯。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璇） 记者从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截至
2024年5月底，浙江省共受理数据知
识产权申请 11358 件，登记 6081 件，
登记主体949家，覆盖产业20个，辐
射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

近年来，浙江着力构建权属明
晰、源头可溯、运营合规、治理系统

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保护制度，全面
推进企业、产业、公用授权运营数
据、科学数据领域的数据创新利用和
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显示，浙江累计
实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被侵权
保 险 、 证 券 化 、 交 易 、 许 可 金 额
26.25 亿元，持续做好“数据知识产
权+金融”文章。

浙江受理数据知识产权申请破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