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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测控
奠基未来深空探测

精确测控是完成航天任务
的关键所在，对此，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总师助理唐歌实
介 绍 说 ， 航 天 器 在 太 空 中 运
行，测控系统就是对其进行控
制的看不见的“风筝线”。然而
对于深空探测航天器实施精确
测控，干涉测量技术就必不可
少。我国近些年来一直在该技
术领域进行探索实践，比如，
嫦娥三号任务实施时，北京飞
行控制中心建立了全新的深空
干涉测量中心，组织喀什、佳
木斯两个深空站，对其跟踪观
测 ， 对 测 量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分
析，自主突破和全面验证了深
空干涉测量技术。而此次再入
返回飞行试验任务，试验器飞
行轨道与此前3次“嫦娥”任务
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

在试验器飞抵月球后，在月球
引力作用下，自主改变轨道倾
角，进行月球近旁转向飞行，
测控精度要求很高。在干涉测
量技术的支持下，该中心实现
了对飞行试验器的精确监控，
推动我国深空航天器高精度测
定轨能力的提升。

“飞行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
度高速返回，返回航程长，有
部分航程还在境外，对测控提
出了很高要求。”测控通信指挥
部飞控组成员、总体室副主任
吴风雷说。为确保完成此次测
控任务，相关团队在前期经验
基础上做了多个预案。而对中
国深空探测来说，探月工程的
实施，已经大大促进了我国在
此领域的技术进步。北京飞控
中心总工程师周建亮介绍说，
我国为绕月设计的嫦娥二号后
来成为了绕太阳飞行的人造小
行星，在距离地球近亿公里的
地方，仍然处于我国深空网测
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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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保淑

茫茫天宇间，那个正日夜兼程、奋力向地球家园疾速归来
的“再入返回试验飞行器”是我们时刻的牵挂，在经历近8天地
月间飞行之后，它将演绎被称为“打水漂”式的“弹跃再入”
返回地球方式。而故乡的人们则以无限欣喜与激动的心情迎接
它计划于11月1日的荣归。

有去有回
将创我国探月历史

从10月25日2时发射升空，再入返
回飞行试验器作为“探路小兵”，开始了
此次往返地月之前的漫漫征程。随后，
飞行试验器准确进入近地点高度为209
公里、远地点高度 41.3万公里的地月转
移轨道。27日11时30分许，它抵达距月
球6万公里附近，进入月球引力影响球，
开始月球近旁转向飞行。28日凌晨3时
许，试验器到达距月面约 1.2 万公里的
近月点。28日19时40分许，飞行试验器
完成月球近旁转向飞行，离开月球引力
影响球，进入月地转移轨道。之后，向地

球家园逐渐靠近。
接下来飞行试验器将进入最扣人

心弦的“再入返回”阶段。据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陈宏敏介绍，再
入返回飞行试验是突破和掌握航天器
再入返回技术的关键一步，为确保

“嫦娥”顺利“回娘家”，飞控中心历
时 1年准备，共研制了近 100套各类方
案、预案。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飞
行试验器高速 （即接近 11.2公里/秒的
第二宇宙速度） 进入地球大气层带来
的隔热等问题。而我国科技人员设计
了“弹跃再入”返回，即飞行试验器
经跳跃式弹起后，跃出大气层，随后
再次进入大气层。这一再入返回方式
将经受实践检验。

精心设计
抓拍最美地月合影

圆满成功！这是我们对飞行试验
器的期待，实际上，我们有理由对它
的表现充满信心，因为从发射升空到
现在，它已经有了堪称完美的表现纪
录，而抓拍“最美地月合影”就是它
完美表现的最好诠释。

深邃神秘的太空，近处是泛着白
光的皎洁的月球；远处是蓝色的地球，
大小比例匀称、构图平衡。飞行试验器
抓拍的地月合影照一经对外发布就引
起人们的关注和赞叹，这一方面在于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从这个角度看地
月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在于与以往
国际航天器所拍摄的“西瓜与葡萄”比
例和构图失衡的地月合影相比，这张
是十足的艺术照，而来自中国的飞行
试验器无疑就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当然拍摄这幅图的幕后真正的艺
术家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专

家。据飞行试验器总指挥、总师杨孟
飞介绍，拍摄地月合影绝非易事，由
于地月相隔38万公里，非常遥远，而
且二者大小相差悬殊，要想拍出好的
地月合影，就要充分考虑到两个夹角
关系，一是太阳、地球和航天器的夹
角以及太阳、月球和探测器的夹角；
二是相机的视场角与太阳、地球也要
有相应的匹配关系。稍有差池就会出
现“西瓜与葡萄”极不成比例，或者
干脆漏掉地球或月球多半个身子。五
院总体部彭兢副总师说，为了拍到最
美地月合影，专家们从2012年就开始
对历史上地月合影的相关资料进行搜
索整理，并根据此次任务飞行试验器
的飞行路线，反复计算，优中选优，
选定了最佳拍照角度和拍照时间。另
一方面，为此设计体型极小分率极高
的 3 台相机，能应付恶劣太空辐射、
温度环境，能承受发射时的强烈冲击
和振动等高强本领。并准备了两套拍
摄方案，确保“最美”地月合影完美
呈现。

克服“九龙治水” 防止“跑冒滴漏”

央财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简”“放”当头
申孟哲 白 梓 胡 喆 黄 帆

北斗首次导航我南极科考
本报电 我国第 31 次南极考察

队 10 月 30 日上午乘“雪龙”船从上
海出发，执行南极考察任务，将首次
在南极地区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
准站。这将是我国首次在南极应用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获取相关数据。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我国将调试
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接收机及辅
助设备，获取相关数据，并以基准站
为基础，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数据
接收机，进行长城站站区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大地控制点联测，着重解决南
极地区北斗卫星数据处理、多源卫星
导航坐标框架无缝衔接以及不同基准
框架一致性等关键问题，为我国实现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和南极北斗测

绘基准体系的建立提供数据和技术支
持。

本次科考主要包括4大亮点：在
第 29 次极地科考昆仑站成功进行深
冰芯试钻探的基础上，正式开展深冰
芯钻探以及天文观测等科考任务；首
次在罗斯海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和地球
物理考察等；在极地科学考察工作中
研究、运用机器人等新技术；借助国
际合作平台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和研
究，如将首次租用澳大利亚飞机进行
地质考察，以及租用秘鲁、智利等国
的科考船分别进行海岸考察及陆地考
察等，实现资源共享，使我国极地科
研工作融入到国际极地科考工作中。
另外，本次考察还将回收第 29 次、
第 30 次南极考察队布放在普里兹湾
海域的 4套锚系潜标和 6套海底地震
仪。 （珏 晓）

新光纤提高网速21倍
近日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和美

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成功实现了一种新型光纤以破纪
录的 255 太比特每秒 （TB/S） 的速
度进行传输，这是通信网络现有带宽
的 21 倍。该光纤可能是缓解即将面
临的因带宽需求日益增加导致光学传
输容量不足的新方法。这项研究被发
表在期刊《自然·光学》上。

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光电子通讯研
究小组的助理教授奇戈·奥孔瓦博士
和中佛罗里达大学微结构光纤的研究
助理教授罗德里格·亚美祖卡·科莱拉
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演示了他们发明
的这种新型光纤的潜力，后者可以增
加传输能力，从而减轻即将面临的

“带宽不足”危机。
这种新型光纤拥有7条不同的核

心供光学传输，而目前使用的最先进
的光纤只有一条。这好比一条单行道
公路变成7车道的高速公路。与此同
时，他们还引入了两条额外的垂直信
道用于数据传输——这就相当于三辆
车可以在同一车道上叠加行驶。通过
结合这两种方法，研究人员成功地实

现了每秒 255TB 的传输速率，这一
速度相当于目前光纤传输效率的 20
倍以上。 （珏 晓）

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将
聚焦新能源技术创新

本报电 为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改变能源
供应、生产和消费方式，调整产业结
构”的能源革命，主题为“清洁革
命，持续发展”第三届国际清洁能源
论坛将于11月25日至27日在澳门举
办。论坛将以政策剖析为先导、以市
场分析为导向、以资本合作为纽带、
以项目合作为中心，邀请了联合国以
及国内外清洁能源领域专家、官员、
著名企业家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高层人
士进行演讲、讨论和对话，对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
进行深度剖析。国际清洁能源论坛是
一个常设于澳门的非盈利性国际组
织，经中国、巴西、俄罗斯、葡萄
牙、韩国等国及中国台湾、香港、澳
门地区的专家学者的联合倡议，并获
得澳门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批准，
于2012年4月正式成立。（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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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 管理
改革的方案》 正式获批。这份外界期待已久的改革方案将给我
国科技事业带来何种影响？以前的问题是否会迎刃而解？本报
采访了相关专家。

破解科研“碎片化”

新方案，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在科技部科研条件与
财务司司长张晓原看来，改革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科技计
划的管理体制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分
类资助方式不够完善，存在着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现
象。”他说。

他举例说：“一个国有发电设备制造企业想申请国家级重点
科研项目，一般可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申报审批：一是当地科
技主管部门，如科技厅；二是所在发电设备行业的行业协会；
三是发电设备创新产业联盟。如果该国有企业是中央直属，在
申报审批过程中，与地方国有企业相比，在同等技术水平条件
下，它所获得的申请审批资源更加丰富，项目申请也更易成
功。”

张晓原指出，这种“竞争优势”并不在于核心科研价值，
而是由于其行政背景使然，也就妨碍了申报审批的公平公正。
而最近频繁曝出的科研腐败丑闻，也与这种“重复、分散、低
效”的申报、审评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据统计，2013年，中央财政科技支出达到2364.68亿元人民
币，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的 11.55%。在如此巨大的投入之下，
我国的科研项目依然存在许多“卡脖子”的关键问题，科研成
果的转化率也依然堪忧。

“为什么投入大、成效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现有的
‘科技计划’存在重叠的部分，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同一个项
目，它可以钻空子搭上好几个计划的‘顺风车’，这样就可以从

不同的计划中套取经费。而由于政府部门对于项目的内容也不
甚了解，所以在监管方面也有很大的难度。”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如是说。

政府不再是操盘手

现在的科研体系的“碎片化”到什么程度？

据统计，我国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的“科技项目”，现在分
属于国家自然基金会、中科院、发改委、科技部、卫计委、教
育部等多个部门；现有的近100个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
金等），则由近40个部门管理。

为了解决这种“九龙治水”的现象，《方案》首先提出，将
我国科技计划体系重新整合成互不重合、条块清晰的 5 个方

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
术创新引导专项 （基金）、基地和人
才专项。而这 5 个方面的科技计
划，都要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
技管理平台”，由中央财政统一支
持。

薛澜指出，对科研工作者来
说，这种清晰的分类方法，可以避
免之前科研项目“同时符合多个计

划”、“疲于奔命地跑项目”的情况，科研目标更明确；而对于监管
部门来说，这种重新整合，可以有效抑制经费分散，防止有人借助

“计划”的重叠钻空子。

改革有明确时间表

科技资金池如此庞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如此之多，那么
改革应该朝向何种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改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点
出了方向：“按目标成果、绩效考核为导向进行资源分配。”

这种“目标导向”，突出地体现在 《方案》 五类计划中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上。这是此前从未提过的改革创举。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表示，这一计划将瞄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科技问题，以重点
专项的方式，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
全链条设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使其中的基础前沿研发活动具
有更明确的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加速基础前沿最新成果对
创新下游的渗透和引领。

张晓原则介绍说，此次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将采
用“三步走”的方式实施，按照明确的“时间表”推进：2014
年，启动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在重点领域先行
组织部分重点专项进行试点；2015年至2016年，基本建成公开
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完成各类科技计划的优化整
合；2017年，全面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运行，现有
各类科技计划经费渠道将不再保留。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科研项目，而交给‘专业机构’评审和
管理，那么这个‘专业机构’由谁来寻找和确定？能否做到公
开透明？这一机构由谁监管？它的性质是第三方市场主体，还
是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难题。要解决
这些改革难点，关键还是在于彻底地公开透明。”薛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