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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有这样一
片厂房，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拼接起来
就是一座房屋。按照这项技术的拥有
者———卓达集团的愿景，房子是在工厂生
产出来的，工地上完成的就是组装，就像
生产汽车一样。

墙面、楼梯、地板、天花板、屋顶
……在样品展示区里，这种生产出来用来
组装的零件引起了参观者的兴趣。大家看
看纹理、闻闻气味、敲敲材质甚至拿脚踹
一下，看看是否结实。现场还有测试，如
拿温度摄氏 &''' 度的火来烧，几分钟后
没有任何变化，接着拿一般的锯子来锯，
它又能像一般的木头被锯断。在车间的旁
侧还有一个撞击测试的装置，袋子标识重
量是 #+ 千克，悬着，用手一推便撞在做
好的样品上。

参观者好奇地拿起锯开的材料，用手
蹭了蹭，拈了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材质
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其实原料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主要是
锯末、玻璃纤维这些东西。在厂房的门
口，记者看到了招商合作广告牌，因为未
来锯末用量将大幅增加，公司打算和有速
生林的企业进行合作。

用这样的技术建成的房子在南海新区
有一个样板房。这是一幢二层的别墅，因
为部件所在部位的不同，在原材料的选择
上是略有差异的，但工作人员介绍说，都
是类似玻璃纤维、锯末这些废弃的材料，
可循环再利用。

据凤凰卫视报道，曼加里安出征火星几
天之后，美国宇航局的一个火星探测器也将
上路，由此可见，在目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
的背景下，各国竞逐火星的热情依然不减。

作为火星探测的开拓者之一，美国近年
来调整太空计划，把火星作为最重要探测对
象之一。奥巴马 +'&+ 年 ( 月在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航天中心公布新太空探索计划时称，
该国放弃旨在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而
将近地小行星和火星作为美国载人航天计划

的目的地。奥巴马明确提出时间表，他说自己期待
到 +'+"年，美国能对太阳系进行深入探索；到本
世纪 #'年代中期，美国具有运送宇航员平安往返
火星轨道的能力。火星样本取回是美国火星探测的
近期目标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携手欧洲
空间局实现从火星收集岩石及尘埃样本并且带回地
球分析。

与美欧已有的火星探索成果相比，可预见的
是，印度首次火星探测对推进人类认知来说并没有

太大价值，但是对印度来说却价值非凡，因为这将磨砺该
国的科技创新利刃，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因
此，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早在 +''(年就表示，火星探测计
划具有经济价值。美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善广指出，上
世纪以来美国科学技术之所以一路领先世界，在无线通
信、计算机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得益
于登月计划这样宏伟的太空探索项目的成功实施。实际
上，美国新太空计划就瞄准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教授赵可
金认为，登陆距离是月球上千倍的火星足以对美国现有科
技实力形成巨大挑战，奥巴马政府以此给美国航天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施加巨大压力，以激发出强大的创造潜力，从

根本上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当然，在 #亿多人口没有脱贫的背景下，启动

火星探测这样烧钱的太空项目必定承受着巨大压
力。科技创新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曼加里安能否

为印度开辟科技创新快车道有待观察，但可以
肯定的是，印度将因曼加里安而抢占更多卫星
发射市场，不停地用自己“一箭十星”的拿手

好戏来赚取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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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第 #' 次南极科学
考察队乘坐“雪龙”号近日启程，奔赴南
极执行为期 &""天的科考任务。其中，科
考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南极内陆伊丽莎白
公主地建设我国第四座南极科考站———泰
山站。

据介绍，泰山站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
之间，距离中山站约 "+'公里，海拔高度
约 +!+& 米，是度夏站而非常年站。建成
后，它将成为昆仑站科学考察的前沿支
撑，还同时能覆盖格罗夫山等南极关键科
考区域。此次南极科考首席科学家刘顺林
表示，泰山站的建立将进一步拓展我国南
极科考的领域和范围，拓展我国海洋事业
发展的战略空间。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
宙透露，此次科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前往维多利亚地罗斯海地区，为我国第五
座南极科考站选址。由于维多利亚地常年
考察站在建设前须向南极委员会递交全面
的环境评估报告，因此“雪龙”号此次将
再赴罗斯海，为维多利亚地常年考察站勘
测地质。

据悉，伊丽莎白公主地夏季站将率先开
建，其建设施工是我国第#'次南极考察队诸
多任务的重中之重。格罗夫山地区位于东南
极的伊丽莎白公主地，此次格罗夫山地区也
是科考的一个重点区域，我国科考队员将在
时隔几年后，再赴那里收集陨石。

仰望夜空，你看到的除了恒星，还有
大量行星，它们中有多少类似地球？天文
学家现在给出了一个答案：银河系中的
“地球兄弟”可能达到 %%亿个。

迄今发现的许多遥远行星都是近距离
绕母星运转的气体巨行星，类似于地球的
岩石行星很难发现，尤其是那种处在既不
太冷、也不太热的宜居带上的类地球行
星。许多人心中都存有疑问：地球到底是
不是独一无二？新研究表明，至少在大小
与温度上，地球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利用来自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数
据，寻找半径是地球半径的 &到 +倍、获
得的星际辐射是地球 &到 (倍的行星。星
际辐射可以确定水是否可以在这些行星的
表面上以液态存在。

研究人员说，银河系中类太阳恒星至
少(''亿颗，因此“地球兄弟”可能超过%%亿
个。按照地球/'亿人口算，每个人可以分配
一个以上的“地球兄弟”，其中最近的“地球
兄弟”可能离我们只有&+光年。

当然，研究人员也同时指出，虽然有
这么多与地球差不多大小、温度适宜生命
存在的行星存在，但这不意味着这些行星
就支持或有生命的存在。 （珏 晓）

近日，世界科技新闻最热的词汇无疑是

“曼加里安”。作为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它

的成功发射和顺利升空不仅使人们把目光再

次投向 !亿公里之外的神秘的红色星球，而

且重新审视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国度探索太

空的万丈雄心和所具备的实力。

火星探测砥砺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我国将建
第四座南极科考站

银河系中或存
88亿个“地球兄弟”

据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
编庞之浩介绍，火星被称为“航天器的坟
墓”，在探索过程中，有许多航天器成为
“殉道者”。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累计发射
(' 多颗火星探测器，成功的不到一半。曼加里安究
竟最终命运如何，就看它能否越过几道坎。庞之浩解
释说，第一道坎是自主导航和通信保障。由于火星距
离地球达数亿公里，曼加里安要经过长达 &' 个月的
漫长旅程，在此过程中其自主导航能力和测控系统通
信能力必须过关，否则就会失去联系。第二道坎是持
续供电能力。曼加里安采用太阳能供电，但是随着其
向深空飞行，它接受到的太阳辐射逐步减少。第三道
坎是精准入轨。超远程控制入轨要求精度极高，提前
或者拖后发出刹车指令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好多探
测器都是在此阶段失事。即使入轨成功，探测
器依然面临重重风险，其中最可怕的是“长火
影”，即在火星轨道飞行期间，长时间处于阴
影区，没有光照，温度降至零下 +'' 摄氏度，
探测器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冻死”。

曼加里安的使命是分析火星的形态、矿物
和大气0特别要寻找甲烷的证据。而完成使命
的重要前提是进入火星轨道，这恰恰是最大的
难点。庞之浩把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难度比做
在地球上打一场特殊的高尔夫。球在巴黎，洞
在东京，球手必须打出漂亮的一杆进洞的“信

天翁”，否则就功亏一篑。对于印度来说，
要取得成功只能选择做老虎伍兹，放手一
搏。

伍兹当然是身经百战、信心十足的球
坛宿将，但第一次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印度

对曼加里安完成使命也流露出极大的信心，没有任
何博运气的侥幸心理。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现国际宇航科学院主席马达万·奈尔甚至曾表示，
如果印度政府能及时批准火星探测计划，印度科学
家就能在 +'&+年前把探测器送上火星。他说，无论从技
术层面还是从经验角度来说，印度都具备发送火星探测器

的实力。如此豪言壮语加上曼加里安在亿万民众瞩目中如期成
功发射，足以彰显印度航天界的自信心。

曾专题研究过印度航天科技发展的空气动力学家、北京系
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黄志澄认为，印度对发射火星探测器取得成功
的信心主要来自对本国航天科技发展的评估和自我认知。他指出，

起步于 &$!+年的印度航天事业，在最近 +'多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
现在 #个方面。一是卫星特别是资源遥感卫星和导航卫星。印度资源遥感
卫星空间分辨率能达到三维的 +*"米至 &米级别，甚至超过俄罗斯，能与
美国比肩。而随着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 123-445 首颗导航卫星于今年
/月成功发射，其独立的全球性导航定位系统逐步成型。二是运载火箭。
从引入美式火箭到自主研发火箭，虽然遭受爆炸等挫折，印度已经
形成了本土火箭系列，甚至在 +''%年进行了“一箭十星”出色发

射。据悉，本土研制的低温火箭发动机的“地球同步卫星运
载火箭”也将发射。三是空间探测和空间实验。+''% 年 &'

月，印度成功发射“月船 &号”探测器，其所携带的月球撞
击探测器成功撞击月球，并发现月球上存在水的证据。
“我很高兴地宣布，,+" 极轨卫星运载火箭已经准

确地把火星探测器送到了地球轨道上。这是该型火箭的
第 +"次飞行，之后它将承担本次把曼加里安号
探测器送到火星轨道上的艰巨任务。”印
度太空研究组织主席拉达克里什南如此兴
奋地对外界表达对运载火箭性稳定性的信
心。至于远程测控难题，印度极有可能通

过自身雄厚的信息科技实力，并通
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进行破解。

从上世纪 "# 年代中后期开始，人类火

星探测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出现一系列出

色的火星探测器。

海盗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海盗号探测计划

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火星探测计划之一。

海盗 $号是第一枚在火星上着陆，并且成功向地球

发回照片的探测器。海盗 % 号于 $&"' 年 & 月升

空，轨道器于 (&")年 *月进入环绕火星轨道，着

陆器于 (&")年 &月在火星成功着陆。(&&) 年 (%

月 " 日，美国的火星全球勘测者探测器发射升空，

这枚探测器持续运作了 (+ 年，最后在 %##) 年 ((

月 '日失去讯号联络。

火星探路者

火星探路者于 (&&" 年 " 月在火星表面克里斯

平原和阿瑞斯峡谷的交界附近着陆。它携带的旅居

者号火星车，是人类送往火星的第一部火星车。

火星奥德赛号

火星奥德赛号在 %##( 年 ! 月发射成功，%##(

年 (#月到达火星轨道，进行气阻减速以进入环绕火

星轨道。%##%年 (月气阻减速完成，同年

%月 (&日开始执行科学任务。

火星探测漫游者

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勇气

号和机遇号两辆火星车送往火星，

对火星这颗红色行星进行实地考察。

火星探测漫游者任务开始于 %##, 年。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火星侦察轨道器于 %##' 年 * 月 (% 日

发射升空，前往火星，并于 %##) 年 , 月 (# 日进

入火星轨道。

凤凰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凤凰号于 %##" 年启程

前往火星，并在经历将近一年、)-"' 亿公里的旅

程之后，于 %++*年 '月 %'日成功登陆火星北极。

主要任务是寻找火星土壤中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好奇号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于 %+$$ 年 $$ 月发射成

功，%+$% 年 * 月 ) 日成功降落在火星表

面，展开为期两年的火星探测任务。%+$,

年 $+月 $日，受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

“停摆”影响，美国航天进入“休眠”状

态。有报道称，正在火星上的“好奇”

号火星车已进入“保护模式”。

太空高尔夫能否打出信天翁？

印火星探测的信心来自哪儿？

竞逐火星剑指科技创新

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

一，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排

列为第四颗。其赤道平面与公转轨道平面的

交角非常接近于地球，因而四季交替。火星的自转

周期为 %!小时 ,"分，这使火星上的一天几乎和地球上的一样长。

几乎就在人类刚刚有能力挣脱地球引力飞向太空的时候，第一

个火星探测器就开始了它的旅程。最早期的探测器几乎都失败了，

而火星探测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不断前进。

$&)+年 $+月，苏联向火星发射的两枚探测器都失败。

$&)%年 $$月，苏联向火星发射了火星 $号，这枚探测器成功进入了前

往火星的轨道，并且计划于 $&),年 )月到达火星，然而在 $&),年 ,月与地

面永远失去了通信联系。

$&)!年，美国向火星发射了两枚探测器水手 , 号和水手 ! 号。前者失败，后者到达火星并发回数据。

$&)&年美国又向火星发射了水手 )号和水手 "号。它们带有更先进的仪器和通讯设备，成功掠过火星，对火星

大气成分进行分析，并传回大量照片。$&"$年，美国向火星发射了两枚探测器，尝试进入火星轨道，环绕

火星飞行，以获取火星的高清晰照片。

苏联在 $&"$年向火星发射了三枚探测器。其中一枚即火星 ,号的轨道器没有成功，但

是其着陆器却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的

探测器，但它仅工作了大约%+秒就永远与地球失去了联系。

火星探
测简史

像生产汽车
一样生产房子
本报记者 尹晓宇

雪龙号装配的雪鹰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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