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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
郑永春荣获2016年卡尔·萨根奖。该奖项
在世界天文学领域颇具分量。近年来，
中国各行业“大咖”在国际上斩获科学
大奖并不鲜见，这既是对中国科学家个
人的鼓励，也是世界对我国科技领域成
就的认可。

郑永春：
让国人更关注太空

5 月 10 日，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
分会宣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
郑永春荣获该学会 2016 年卡尔·萨根奖，
以表彰其在行星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方
面的重要贡献。郑永春成为获得此奖的
第一位华人科学家。

行星科学分会在新闻公报中介绍
说，卡尔·萨根奖授予那些在公众传播方
面有杰出贡献者。今年该奖项授予中国
行星科学家郑永春，因为他“不知疲倦
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
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

作为中国嫦娥探月项目研究人员之
一，郑永春具备月球地质研究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他在天文馆、科学馆对嫦娥
项目进行了大量讲解。此外，郑永春热
心于科普创作，他常在媒体上发表科普
文章，在中国科学院以及 《中国科学
报》 网站上每天都更新博客文章，向民
众讲解“为什么普通人也要关注行星科
学和天文学”。

“我是一个科学传播者，只是把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告诉大家。”郑永春曾说。
在国家天文台工作十余年，科研工作之
余，他最想做的，是让更多中国人把目
光投向太空。

闪耀世界的中国科学群星

近年来，闪耀在世界星空的中国科
学家不在少数。

2015 年 6 月 11 日，2015 年马蒂亚斯
奖宣布获奖名单。中科大教授陈仙辉、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忠贤被授予该奖
项，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
项。

2015 年 9 月 24 日，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因其所带
领的团队在快点火激光聚变研究和强激光实验室天体物
理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被美国核学会授予年度爱德华·泰
勒奖，该奖是激光聚变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这是我国
科学家首次荣获这个奖项。

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继峰，
带领团队首次从超软 X 射线源发现相对论性高速喷流，
被 《自然》 杂志审稿人认为是2015年度本领域内最重要
的五大发现之一。东华大学俞建勇团队成功刷新“世界
最轻材料”记录；中国医学科学院校长曹雪涛获得 《自
然》 杰出导师奖之中国北方终身成就奖；北京大学心理
学系教授方方荣获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青年科学家奖

（基础科学） ”……

实验室里的铿锵玫瑰

中国科学家所获的世界级奖项最令人难忘的非屠呦
呦莫属。她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得者。其
实，中国科学界中，巾帼不让须眉、令世界刮目相看的
女科学家不在少数。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阎锡蕴凭借其在纳米
酶的发现和应用方面的科学贡献以及在国际科技组织中
长期出色的工作，当选亚洲生物物理联盟主席，成为该
组织自成立以来的首位女科学家主席。

当然，还有更多的女科学家取得了骄人成就：中科
大教授谢毅获得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的“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奖”；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庄晓莹教授获
得德国洪堡基金会颁发的2015年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
奖；今年 3 月，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获颁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成为第5位获得这一奖项的
中国女性……她们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

启用新型火箭 开辟新发射场

中国航天将迎“海南时刻时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新火箭“三板斧”

“长征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
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的运载火箭，和正在测试
的“长征五号”火箭一样，是我国新一代运载
火箭中的大个子 （总长达 53.1 米），而且本事
大。

“长征七号”的本事首先就体现在运载能力
上。“长征七号”采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等新技
术，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 9 吨提高到 13.5 吨，
虽然比“长征五号”25吨的运载能力少了近一
半，但术业有专攻，“长征五号”主要用于运载
重型空间站和载人航天任务，“长征七号”则用
于发射人造卫星、拉货或者载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负责人
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原有的火箭运载能力相当
于“一居室”，伴随空间站、深空探测、更大规
模卫星平台的需求提出，需要更大的“三居
室”，甚至“小别墅”。“长征五号”“长征七
号”等新型火箭将基本覆盖我国在所有轨道的
应用，其中，“长征七号”未来将承担我国航天
80%的发射任务。

其次，“长征七号”是一枚采用环保无毒的
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以前，
火箭使用的发动机单台推力70吨左右，火箭运
载能力仅有9吨，而且用的推进剂还有毒。“长
征七号”使用新型 120 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推力提高了六成，火箭运载能力最大能提高 3
倍。此外，发动机使用的是液氧和煤油，都是
无污染的环保燃料，不仅比常规推进剂便宜六
成，且易于存贮和运输，发动机还能重复使用。

正因为这些优势，液氧煤油发动机被誉为
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为了研制
它，从 2000年正式立项，到 2012年 120吨级发
动机研制成功，再到正在研制的 500 吨级大推
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六院的科学家先后经历过整机试
车 4 次失败的打击，突破了高压补燃关键技术
80余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苏联之后，第二
个掌握高压补燃技术的国家。

再次，“长征七号”是我国首枚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火箭。按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梁小虹的说法，“长
征七号”采用三维协同、设计、试验和制造，
火箭全研制流程没有一张纸质图纸，代表了国
内运载火箭最高研制水平。

例如，在研制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一院实现了三维设计数据审签、发放和更改
技术状态管理，全箭模型数据规模超过20GB。

生产加工阶段更是神奇实现了“一键式”
加工。据梁小虹介绍，以前加工某零部件，首
先要根据二维图纸画出工序草图、手工编制工
艺规程，然后进行车、铣、镗等系列工序。现
在，只需按动数控机床按钮，成品即刻完成，
且合格率达 100%。在航天 703 所的生产车间，
呈现仿真视频和三维工艺流程的终端大屏幕显
示器如今成了标配，让火箭生产越来越高大上。

在试验、装配阶段，“长征七号”还应用了
时髦的虚拟现实技术，对火箭进行虚拟装配、
虚拟试验，真实模拟火箭实际装配和试验环
境，提前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确保了火箭试
验、装配一次成功。

能耐如何炼成？

“长征七号”的本领不是天生就有的，而
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试验。据统计，从2010年
正式立项，5 年的初样研制中，研制队伍完成
了32 项关键技术攻关，完成了289项初样大型
地面试验。

例如，“长征七号”的助推氧化剂箱的直径
达到2.25米，整箱长度由此前的4.5米增加到13
米，薄区厚度仅 1.7毫米，和鸡蛋壳差不多厚，
是火箭研制生产中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为
此，科学家们不仅要研发各种成形、焊接的新
技术，还要对其进行动力系统试车、常温静力
试验、爆破试验等危险测试。

例如，去年底进行的全箭模态试验，需要
把 50多米高、近 600吨重的“长征七号”绑在
全箭振动塔上“荡秋千”，以模拟火箭从起飞到
助推器分离前100多秒的真实飞行状态。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建造足够高的厂
房。而在2008年，中国航天人进驻天津大运载

火箭基地时火箭基地时，，这里只有几个工棚这里只有几个工棚。。如今如今，，这这
个全箭振动塔建筑面积达个全箭振动塔建筑面积达1023010230平方米平方米，，高高9393
米米，，相当于相当于 3030多层楼房的高度多层楼房的高度，，最大承载力最大承载力
为为15001500吨吨。。科学家们将科学家们将““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用用1616根根
垂下来的粗钢丝绳和底部的工装托住垂下来的粗钢丝绳和底部的工装托住，，整个整个
实验过程就如同坐在实验过程就如同坐在““秋千秋千””上上，，当然当然，，这这
种振幅远不如荡秋千那么大种振幅远不如荡秋千那么大，，甚至用肉眼都甚至用肉眼都
不易觉察不易觉察。。

再比如喷水实验再比如喷水实验。。一般来说一般来说，，火箭点火火箭点火
起飞时起飞时，，箭体尾部喷出的火焰几乎箭体尾部喷出的火焰几乎““直击直击””
发射平台发射平台，，使发射平台瞬间接近使发射平台瞬间接近 30003000 摄氏摄氏
度度。。这一温度足以熔化绝大多数金属和非金这一温度足以熔化绝大多数金属和非金
属材料属材料。。火箭外壳火箭外壳、、火箭发射平台虽然由特火箭发射平台虽然由特
殊材料制成殊材料制成，，但高温也很可能会对其内部的但高温也很可能会对其内部的
仪器造成影响仪器造成影响。。

经过多次实验经过多次实验，，科学家们终于寻找到最科学家们终于寻找到最
为合适的喷水点为合适的喷水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一院一院 1515所大流量喷水降温降噪系统技术负责所大流量喷水降温降噪系统技术负责
人陈劲松介绍人陈劲松介绍：“：“喷水系统分两级喷水系统分两级。。一级位于一级位于
发射平台上发射平台上，，在火箭发动机点火前向发射平在火箭发动机点火前向发射平
台喷洒一层台喷洒一层55厘米厚的水层厘米厚的水层；；二级位于发射平二级位于发射平
台两旁台两旁55米高的空中米高的空中，，当火箭飞达当火箭飞达55米高以后米高以后
向箭体尾部火焰中心喷水向箭体尾部火焰中心喷水。。两级喷水设施将两级喷水设施将
各喷各喷2020余秒余秒，，完成完成400400吨的喷水量吨的喷水量。”。”

出海坐“沙发”

““长征七号长征七号””如今正在前往海南文昌航如今正在前往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中心的路上天发射中心的路上。。其大致运输线路是这其大致运输线路是这
样的样的：：火箭装载进运输船后火箭装载进运输船后，，船从天津港船从天津港
出发出发，，经渤海经渤海、、黄海黄海、、东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海峡、、
南海南海、、琼州海峡等海域琼州海峡等海域，，经过经过 55 至至 77 天时天时
间间、、航行约航行约18001800海里海里，，到达海南省清澜港到达海南省清澜港
西码头西码头，，再通过公路运往火箭水平转载准再通过公路运往火箭水平转载准
备厂房备厂房。。

可以发现可以发现，，和以往坐火车不同和以往坐火车不同，“，“长征长征
七号七号””这次走的是海路这次走的是海路。。为什么要海运为什么要海运？？
在在““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火箭总体设计人员王旭看火箭总体设计人员王旭看
来来，，公路运输距离过长且颠簸公路运输距离过长且颠簸；；铁路运输铁路运输
则由于受中国铁路隧道直径的限制则由于受中国铁路隧道直径的限制，，超过超过
33..55米直径的火箭就不能通过米直径的火箭就不能通过；；海运则显得海运则显得
更为平稳更为平稳、、舒适舒适。。他比喻说他比喻说：“：“火箭从公火箭从公
路路、、铁路运输铁路运输，，就像坐就像坐‘‘硬板床硬板床’；’；乘船从乘船从
海上运输海上运输，，就好似坐就好似坐‘‘沙发沙发’。”’。”

具体来说具体来说，，火箭运输是否平稳火箭运输是否平稳，，有一有一
个重要的考量项目个重要的考量项目——过载环境过载环境。。王旭表王旭表
示示，“，“过载环境就像开车时加速行驶或紧急过载环境就像开车时加速行驶或紧急
刹车刹车，，过载环境差就会危害火箭的结构过载环境差就会危害火箭的结构。”。”
科学家们在首次海运过程中详细记录了起科学家们在首次海运过程中详细记录了起
锚锚、、起航起航、、抛锚抛锚、、靠港以及多种海况下的靠港以及多种海况下的过载过载
环境数据和振动环境数据环境数据和振动环境数据，，结果表明结果表明，，海海
运的过载环境数据不仅优于设计值运的过载环境数据不仅优于设计值，，而且而且
仅为铁路运输过载环境数据的仅为铁路运输过载环境数据的11//33、、公路运公路运
输的输的11//22。。

火箭运输是否舒适也有一个考量火箭运输是否舒适也有一个考量——
振动环境振动环境。。测试数据表明测试数据表明，，在海运过程在海运过程
中中，，低于低于33级海况时级海况时，“，“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火箭表火箭表
现得较为平稳现得较为平稳；；出现出现44级至级至55级海况时级海况时，，箭箭
体振动环境相对恶劣体振动环境相对恶劣。。专家表示专家表示，，即使这即使这
样样，，这方面的数据也优于公路这方面的数据也优于公路、、铁路运输铁路运输
的实测数据的实测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为了让““长征七号长征七号””
出海坐得舒服出海坐得舒服，，我国还专门研制了第一艘我国还专门研制了第一艘
载运火箭的专用船载运火箭的专用船——““远望远望 2121”。”。它创它创
新设计出一整套运载火箭海上环境保障措新设计出一整套运载火箭海上环境保障措
施和火箭集装箱减摇减振手段施和火箭集装箱减摇减振手段，，成功地使成功地使
火箭货舱内始终维持适宜的温火箭货舱内始终维持适宜的温、、湿度及盐湿度及盐
雾度雾度。。

为迎接“长征七号”，海南文
昌 已 准 备 了 近 8 年 。 早 在 2009
年，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开建时，
本报的记者就曾探访过这里。如
今，这个曾经椰林丛生的地方，
成为中国首座海上航天城。它占
地 20平方公里，拥有发射场、指
挥中心、火箭组装厂以及规划中
的太空主题公园，可谓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两座发射

塔。一个多月后，“长征七号”就
将在东侧发射塔点火起飞。而800
米外就是大海，如果届时天气情
况良好，火箭会在海面上空留下
奇异的美景。

8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西瓜
地，当地小学两层高的教学楼是

这一带的最高建筑。如今，两座
垂直总装厂房，有 30多层楼那么
高，超过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总装厂房，成为亚洲最高的单层
建筑。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
平台，工作人员形象地称之为

“脐带塔”，用来保证火箭从装配
完成到发射时都保持垂直状态。

整个平台有24层楼那么高，重
近2000吨。

据了解，文昌发
射场的风速经常达到

每秒 20米，远大于酒泉卫星发射星发射
中心每秒中心每秒 99 米的风速米的风速。。为了保证为了保证

““脐带塔脐带塔””站得稳站得稳，，设计人员专门设计人员专门
在塔两侧装了在塔两侧装了 22 个摆杆个摆杆，，这样这样，，
即使遇到即使遇到 88 级大风级大风，，火箭也能垂火箭也能垂
直转运直转运。。

如今如今，，文昌航天发射中心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99
个主要配套项目投资已经超过个主要配套项目投资已经超过 4040
亿元亿元，，各大航天配套项目建设正各大航天配套项目建设正
在加紧展开在加紧展开。。可以预料的是可以预料的是，，当当

““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火箭一个多月后从这火箭一个多月后从这
里腾空而起时里腾空而起时，，文昌必将成为中文昌必将成为中
国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卡纳维拉尔角”。（”。（彭训文彭训文））

5月 8日，在天津大火箭基地的装配
厂房内，“长征七号”遥一火箭被缓缓放
入特制的海运集装箱里，它将搭乘“远
望 21”航天运输船，经过 1800海里，抵
达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并于6月下旬
首飞，完成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
室阶段 4 次飞行任务的开局之战。

这段看似普通的历程，承载着中国
航天很多的第一次：这枚“长征七号”
火箭是天津大运载火箭基地总装并送出
的第一枚火箭，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一
次由海路整体运往发射场，这也是海南
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即将发射的第一枚运

载火箭，将翻开中国航天低纬发射的新篇章。
这么多的第一次是怎么完成的？“长征七号”有哪些新

特点？中国首座海上航天城——文昌现在又准备得如何？

3大优势成就文昌
第一，低纬度区位优势。文昌航天发射中心位于中国海位于中国海

南省文昌市附近南省文昌市附近，，北纬北纬1919度度1919分分、、东经东经109109度度4848分分，，在发在发
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时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时，，入轨距离比较近入轨距离比较近，，可以节省大量的可以节省大量的
燃料消耗燃料消耗，，同时延长卫星运行寿命同时延长卫星运行寿命。。

第二第二，，海运优势海运优势。。由于历史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当前我国当前33大发射基地大发射基地
均处于内陆均处于内陆，，因而直径因而直径55米的新型火箭无法运抵这些基地进行米的新型火箭无法运抵这些基地进行
发射发射。。文昌基地临海文昌基地临海，，通过海运方式可以解决火箭这种庞然通过海运方式可以解决火箭这种庞然
大物运输难的问题大物运输难的问题。。

第三第三，，安全优势安全优势。。通常来说通常来说，，在火箭升空后在火箭升空后，，火箭残骸火箭残骸
一般坠落在发射点一般坠落在发射点10001000公里之内公里之内，，而文昌发射场以东为浩渺而文昌发射场以东为浩渺
无垠的南海无垠的南海，，将大大提高火箭残骸坠落的安全性将大大提高火箭残骸坠落的安全性。（。（周咏周咏）

文昌：中国“卡纳维拉尔角”

本报电（记者孙懿） 5 月 10 日，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 发起的“水下
光学”高峰论坛在西安召开。水下光学及相关领域知名专
家，中科院、工信部、教育部、中国船舶重工以及其他系
统的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共同
探讨我国水下光学的应用需求和未来发展。

专家们分别就“发展海洋微光立体化观测技术”“水下
目标和水声环境要素的光学观测需求分析”“透过散射介质
的非侵入式成像及绕墙成像技术”等做了大会报告；西安
光机所也汇报了近年来在水下光学方面开展的研究及取得
的成绩；到场的嘉宾表示将与西安光机所在水下光学方面
进行深度合作。

水下光学是未来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地球表面
71%的面积被水覆盖，水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同时海
洋也是国防战略安全的重要领域。水下光学是水中目标测
量与识别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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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光学”高峰论坛举办

“长征七号”遥一火箭组件正在吊装“长征七号”遥一火箭组件正在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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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郑永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