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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月工程二期‘落’月的最关键一步———嫦娥三号
发射任务定于 ,-)#年下半年进行，中国将实现对地外天体的
首次软着陆探测。”全国政协委员、嫦娥二号、嫦娥三号总指
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日前向媒体透露的这一消息引发关
注。

据悉，中国探月计划“嫦娥工程”自 ,--% 年启动以来，
已成功发射了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叶培建介绍说，嫦娥三号
将是中国发射的第一个地外软着陆探测器和巡视器（月球车），
并且是阿波罗计划结束后重返月球的第一个软着陆探测器。
“将首次获得月球降落和巡视区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的相关
数据。”

第一个“带腿”的飞行器

“软着陆就是落下不能坏。”叶培建告诉记者，“在‘软着
陆’月球的过程中，嫦娥三号要经受如何着陆、如何让月球车
从着陆器上下到月面等考验。”他强调，因月球表面是凹凸不
平的，为了避障，嫦娥三号会先找寻着陆点，)--米处再悬停
一会儿，以确定着陆点。

嫦娥三号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其中巡视器位于着陆器
顶端，着陆探测器有四条腿用于着陆的缓冲，而自动巡视器有
六个轮子用于月面行驶。
“它们是彼此相通的”，叶培建说，着陆器可以对地面进行直

接通讯，巡视器也可以对地面进行直接通讯，两者之间还可以互
相通讯。
“这是第一个‘带腿’的飞行器。”叶培建说，“着陆器将

落在月球上，落到哪里就对哪里进行科学探测；月球车释放出
来后，在月球表面行走，走到哪里探测到哪里。”

由于嫦娥三号是一个全新的飞行器，为了确保成功，除精
心设计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验证其功能和环境适应能
力。叶培建举例说，比如月球车除在室内月球模拟基地行走过
外，还在特选的大沙漠中做过各项试验。“试验队是在前年国
庆、中秋假期段完成沙漠试验的。”

首次实现月夜生存

由于嫦娥三号探测器的着陆器需要掌握着陆自主导航控
制、着陆变推力推进系统、着陆缓冲系统等关键技术，自动巡
视器需要攻克自主导航巡视、月面生存热控系统等关键技术，

具有很高的技术难度。
在这许多需要攻破的难点中，叶培建认

为“首次实现月夜
生存是个大挑战”。
他进一步解释说：

“月球的一个昼夜相当于地球的 !" 个昼夜，白天最高温达到
!#$ 摄氏度，夜晚最低则达到%!&$ 摄氏度。)% 天不见太阳，
就不能发电，不能发电就不能供热，就要接受低温的挑战。但
是你又不能给它穿得太厚，因为如果穿得太厚，到温度高的时
候，又要热死。”

到底如何实现既能防热也能防冷？“这就要想办法，办法
有很多，其中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中国从来没有用过的，我们解
决了。”叶培建说，“但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嫦娥三号将留在月球

嫦娥三号着陆器上携带了近紫外月基天文望远镜、极紫外
相机，巡视器上携带了测月雷达。有评价认为，“这些都是世
界月球探测史上的创举”。
“说‘创举’我觉得有些高了，用‘第一次’比较好，就

是别人没做过。”叶培建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其实，选择
做什么科学试验，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

那嫦娥三号的探测任务究竟是什么？叶培建回应说，首先
是在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对地月空间进行探测。其次，是在月球
上进行探测。比如进行“近位分析”或用雷达探测等，然后把数据
发回。第三，从月球上进行探测。用望远镜从月球上观测宇宙，因
为没有大气层，可以看得很清楚。

此外，据叶培建透露，嫦娥三号将携带中国国旗。“但这
面国旗不简单，需要用特殊的材质，
这样才能保证高低温都不会坏掉，
而且还不能做得很大。这就需要很
多技术。”叶培建说，现在技术已经
解决了。“到时候会把国旗拍摄下
来传给全国人民看看。”

据悉，嫦娥四号是嫦
娥三号的备份星，但将完
成不同的探测任务。“嫦
娥三号出去就不回来了，
将会留在月球上。”

据叶培建介绍，无人
月球探测的第三步骤是采
样返回。“探月三期工作
目前已有序开展，嫦娥五
号落月后将会从月球上采
集样品并返回地球，那将
会突破月面采样、月面起
飞上升、月球轨道交会对
接和从月球返回等技术。
中国的航天技术就会有更
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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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霞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公布了他们研制的一种新
型电池，这种电池能在几秒内给手机，甚至是汽
车充满电。

这种名叫微型石墨烯超级电容器的装置的充
电或者是放电速度比常规电池快 )-- 倍到 )---

倍。这种利用单原子层碳制成的电池很容易生产，
也很容易与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甚至有可能促
使更小的手机诞生。该科研组表示，他们的新突
破不仅将会导致充电更快的手机和汽车诞生，而
且也会催生更小的电子产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亨利·萨缪理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的材料科学教
授理查德·卡纳说：“储能设备与电路相结合具有
很大挑战，它经常会对整个系统的小型化产生很
大限制。”

研究人员为了研制这种新的微型超级电容器，
他们采用两维碳片，即石墨烯，它在第三维只有

单原子那么厚。该科研组还发现一种能够轻松生
产这种电池的方法，即采用标准 121 刻录机。
研究员艾尔·卡迪说：“制造微型超级电容器的传
统方法涉及到劳动密集型光刻技术，事实证明，
这种方法很难制造出符合成本效益的装置，因此
它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商业应用。而我们采用消费
档次的光雕刻录，用比传统装置低很多的成本大
面积生产石墨烯微型超级电容器。采用这项技术
后，我们能用便宜材料，在不到 #- 分钟的时间
里，在一个单一的光盘上生产超过 (-- 个微型超
级电容器。”

为了产生一个高效超级电容器电池，研究人
员需要分开安装两个电极，以便让它们中间的可
用表面积达到最大化。这么做会导致超级电容器
储存更多电荷。以前的设计把一层层石墨烯堆叠
在一起，当做电极，这就如同三明治上的面包片。

然而，这种做法在电子电路上并不起作用。
在新设计中，研究人员以相互交叉的形式，
把电极并排安装，这与相互交叉的手指类
似。这么做有助于扩大两个电极的可用表面
积，并减少电解液里的离子需要传播的路
线。因此新型超级电容器具备比堆叠对比物
更强的充电能力和速度性能。研究人员表
示，人们甚至可以在家制作这种东西。

艾尔·卡迪说：“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成本低效率高，而且能在家中生产。我们只
需一个 121刻录机和分散在水里的氧化石
墨，这种材料能以很低的价格在市场上买
到。”该科研组表示，现在他们希望能与电
子产品生产商合作。卡纳说：“目前我们正

在寻找商业
合伙人，帮
助我们大量
生产我们的石墨
烯微型超级电容
器。”

理查德·卡纳
说，对于超级电容
器来说，它再“快”
也不过是数量上的升级，
“小”才是其最大价值。他表
示：“一直以来，电子产品的微
型化、小型化，常常会遭遇储能
系统方面的阻碍。过大的电池体积，拖累了整
个产品的灵活小巧。”而新型超级电容器不但拥有
较小的体积，且可以轻易整合到其他配件当中。

石墨烯超级电容带来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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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五星红旗 挑战极端温度 探测地月空间

应用新型科技材料
开启便捷星际旅行

太阳风正一帆悬

在日前举行的美国“技术、娱乐、设计大
会上” （341大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自行装配实验室创始人斯凯勒·第必茨公布了最新
技术“%1打印”。该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自行装
配实验室同以色列美国合资的一家 #1 打印机制造
商合作开发，用水激活并为一连串自动折叠成形的材
料提供能量。

%1打印比 #1打印多了一个“1”也就是时间纬
度，人们可以通过软件设定模型和时间，变形材料会在设
定的时间内变形为所需的形状。在第必茨教授看来，人们
设计的产品不仅能够被打印出来，而且材料自己就能够进
化成产品。材料就像是无线和没有电机的机器人，拥有了
某种智慧，指导着自己向着一个方向进化，最终成为理想
的产品。

第必茨认为，%1打印让快速建模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1打印必须预先建模、扫描，之后使用物料打印出产品，
而 %1打印直接将设计内置到物料当中，简化了从“设计
理念”到“实物”的造物过程。让物体如机器般“自动”
创造，不需要连接任何复杂的机电设备。

实际上，第必茨教授之前已经公布过关于 %1打印技
术的相关信息，但是与之前的信息相比，他现在公布的
%1打印系统已经将这项技术改进到实用性阶段，使用的
智能材料比过去他创造的更简单、更小、更廉价。

第必茨这样描绘 %1打印的应用前景，他说：“想
象一下如果水管能够膨胀或者收缩，或者甚至起伏波动
来自动传送水流，我们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改变。”鉴
于 %1打印的研究还出于比较初期阶段，目前该技术在
使用层面最适合制造比沙发小的物体，第必茨和他的研
究团队希望在未来找到打印更大物体的方式。而他们近
期的研究重点是将 %1 打印
技术应用于基础设施，如

桥梁建设、
管道搭建等
过程。
（子 轩）

据国外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与位于加州的一家航空航天公司开始联合打造
新型太阳帆探测器，这个被命名为 56789::;< 的
太阳帆探测器展开表面积可达到 ),--平方米，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太阳帆动力空间飞行器。

太阳和其他恒星一样，可发出巨大数量的光
子，所形成的太阳风可对物体产生“压力”，进而成为
驱动空间飞行器的动力，在许多科幻作品中，太阳帆
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普及”的空间动力系统。

太阳帆动力并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新概念，早
在 )!)-年，约翰内斯·开普勒就注意到彗尾一直是
背离太阳方向，并在给伽利略的信中就提到利用太
阳帆提供动力的想法。%-- 年后，日本宇宙研究开
发机构推出了伊卡洛斯 （=>?@A5） 太阳帆探测
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艘真正的太阳帆动力探测

器，并成功在
轨道上展开，
日本科学家通
过该型探测器
测试了薄膜式
聚酰亚胺太阳
帆面，计算出
太阳风产生的
加速度等信息，
最终仅花费 !

个月的时间抵
达金星轨道附近，完成对该行星的飞掠任务，接着
进入任务延伸阶段。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设计了一个被称为
/97BC9DE01的太阳帆动力探测器，其重量仅为#-公
斤，也是用高科技材料聚酰亚胺薄膜制成。该材料
可用于制造舱外宇航服，不仅可提供保温隔热效
果，也可以屏蔽太阳辐射和微流星体的撞击。由
于其材料坚韧，在太阳光子的冲击下可产生有
效推力，大约为-+)牛顿。虽然这个数字很小，但
在空间推进技术上却非同小可，比离子推进
器要 强 劲得 多。 技术 更 加成 熟的
56789::;<太阳帆探测器将拥有巨大
的帆面积，可产生更大的有效推
力，该技术将为未来的空间探
测器节省更多的飞行燃
料，实现廉价的星际
旅行。（珏 晓）

促进轻薄化设计 催生读秒式快充

国产月球车亮相珠海航展

（资料图片）

用 121刻录机制成的微型超级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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