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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四百”
进入第十七月昼工作期

在本月昼工作期，嫦娥四号着陆器搭载
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低频射电频
谱仪将按计划开机工作。“玉兔二号”月球车
携带的 4 件“神器”——全景相机、测月雷
达、红外成像光谱仪、中性原子探测仪等科
学探测装置，将继续助力“玉兔二号”的巡
视探测任务。其中，全景相机预计在接近月
午时进行环拍探测，红外成像光谱仪将进行
定标和红外探测，测月雷达将在行驶过程中
开展同步探测。

在上个月昼工作期 （3 月 18 日至 3 月 31
日），“玉兔二号”实现了“双四百”的突
破：在月背存活时间突破 400 天，累计行驶
里程超过400米。此后，“玉兔”再度沉沉睡
去，为下一个月昼的到来积蓄力量。

“玉兔”为何要按时入眠？在月球上，一
天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27天左右，其中白
天和夜晚各一半。在月夜期间，月表月壤的
温度将降到零下 190℃左右。如果在此极端
环境下坚持工作，月球车及其搭载的科学设
备极易受损。因此，在月夜来临前，“玉兔二
号”按照预定策略行驶到休眠点，将车头转
向南，收拢桅杆和一侧太阳帆板，使用核源
进行保温。

随着月昼到来，温暖的阳光照射到“玉
兔二号”身上。当固定侧的太阳帆板达到一
定发电功率后，“玉兔”便会自主唤醒，并向

“鹊桥”中继星发出通信信号。收到信号后，
位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驾驶员”对

“玉兔二号”进行参数设置，并发出指令，帮

助“玉兔”进入工作状态。
事实上，即便在月昼，“玉兔二号”的工

作也并非一刻不休。月球上的“中午”来临
时，月壤温度升高，“玉兔”会进入“避暑”
状态，开启最小工作模式，直到温度降低到
适宜工作程度。

▶寿命“第一长”
提供丰富探测数据

转眼间，“玉兔二号”的月球之旅已有一
年多。2019年 1月 3日，“玉兔二号”月球车
随嫦娥四号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随后承担
起对月背巡视探测的主要任务。截至今年 4
月17日，“玉兔二号”已经安然度过470个地
球日，打破了苏联“月球一号”322 天的纪
录， 成为人类历史上在月面工作时间最长的
探测器。

人类历史上首次登陆月背，只是“玉兔
二号”的一项“小成就”。400 多天以来，

“玉兔二号”兢兢业业地在月背巡视，开展地
形地貌探测、浅层结构和矿物成分探测，提
供了关于月球背面地质结构、气象条件、辐
射环境等的大量科学数据，为人类研究月球
矿物质结构和太阳系起源提供了丰富的第一
手资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年 1 月，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嫦娥四号着陆月球
背面一周年时，该中心对外发布的各级科学
数据超过 210GB，中外科学家团队根据这些
数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

今年 2 月，美国 《科学进展》 杂志发表
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玉兔二号”搭载的测
月雷达首次揭示了月球背面着陆区域地下40

米深度内的地质分层结构，发现这层结构主
要由掺杂着不同大小石块的多孔颗粒物质组
成。这是人类第一次揭开月球背面地下结构
的神秘面纱，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月球撞击和
火山活动历史，有望为月球背面的地质演化
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研究显示，从月球表面往下12米的地层
为细粒月壤，内嵌有少量石块，这一层形成
于多个撞击坑互叠的溅射物之上；地下12米
到24米为溅射物沉积层，其内部存在大量石
块，甚至形成了碎石层和碎石堆；从地下24
米到40米，则是不同时期、更古老的溅射物
在不同时期沉积和风化的产物。这些研究发
现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范围。

▶月背“拓荒者”
探测装置助力成果频出

作为月背“拓荒者”，“玉兔二号” 探测
成果频出，离不开各怀绝技的科学探测装置。

月背地下结构的探测，主要得益于测月
雷达的工作。“玉兔二号”上的测月雷达好比
是一台给月球“CT扫描”的设备，雷达可发
射微波，通过电磁波对月球浅层地质结构进
行探测。对月球地质分层结构的研究，便是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领衔的研究团队，
根据两个月昼期间高频通道雷达的探测数据
和月球浅层物质的特性参数而识别和得出的
结论。

从“嫦娥”与“玉兔”的互拍，到首次
拍下撞击坑的全景照片，一张张令人惊叹的
月球影像，出自于“玉兔二号” 巡视器所搭
载的全景相机。全景相机由两台一模一样的
相机组成，安装在“玉兔二号”巡视器的桅

杆上。相机可拍摄高分辨率的月面光学影
像，能够实现三维立体成像，跟随月球车对
巡视区进行近距离勘测，从而进行地形地貌
分析。相机还能依靠桅杆的左右旋转和上下
俯仰，对周边环境进行 360°拍摄，再拼接
出整个环拍区域地形地貌的全部形态。另
外，全景相机具有黑白和彩色两种成像模式。

今年 1 月，一张名为“玉兔回旋舞”的
照片引发了关注。事实上，这是“玉兔二
号”在进行原地转向探测。先行驶到探测

区域，然后依次分 8 个偏航角转动一圈。在
不同的航向角下，红外成像光谱仪、中性
原子探测仪开机探测——前者由可见红外
的成像光谱仪、短波红外光谱仪和定标防
尘组件构成，依靠月球车的移动能力，在
到达指定科学探测点时，对月球车前方 0.7
米的月表进行精细光谱信息获取，分析物
质成分；中子探测仪则通过探测月球表面
的中性原子和离子，探知太阳风如何作用
于月球表面。

“玉兔二号”再次“复工”

探月旅程 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刘 峣

今年的4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此次航天日的活动主题为“弘扬航天精神 拥抱星辰
大海”。活动当天，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务标识将正式公开。

在探索星辰大海的征程中，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走出地球家园、探索外层空间的必然选
择。近日，中国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在“安睡”一个月夜后，分别于4月17日
13时24分和16日20时57分受光照自主唤醒，进入第十七月昼工作期。

地球上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让月球上的“玉兔”停止工作。在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玉兔
二号”按时“复工”，向规划目标点前进，开启新一轮的探索旅程。

由嫦娥四号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由嫦娥四号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拍
摄的摄的““玉兔二号玉兔二号””影像图影像图。。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玉兔回旋舞”——原地转向探测。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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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四中心一基金”推进“四区四中心”建设
广州开发区正全力推进“四区四中心”建设，即建设知识城大湾区

知识创造示范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建设科学城大
湾区制度创新先行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建设黄埔
港大湾区现代服务创新区，打造服务港澳的新贸易创新中心；建设生物
岛大湾区生命科学合作区，打造世界顶尖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广州
开发区“四区四中心”建设形成从北到南的创新空间布局，挺起粤港澳
大湾区高端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新脊梁。

宝能集团“四中心一基金”布局与广州开发区“四区四中心”战略深
度融合。宝能集团将在知识城南部布局以汽车制造为主的宝能国际智
能制造创新中心，在知识城北部布局以研发和创新为主的宝能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在科学城建设宝能粤港澳大湾区总部的基础上，打造以国
际医院为代表的宝能国际医疗中心；在临港经济区布局以国际顶级商
业中心为主的宝能国际新贸易创新中心；搭建生物安全产业发展基金，
助力广州开发区打造首个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试验区。

“到黄埔去”打造电池基地和总部基地
驱车驶出广河高速知识城站，可见宝能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正在

热火朝天地加紧建设。基地占地1500亩，总装车间（一期）计划今年年
底封顶。

2 月 28 日，宝能动力电池项目和汽车研究院项目在知识城破土动
工。三大汽车项目形成了宝能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将助推知识城
千亿级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当天签约的宝能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将与宝能动力电池和汽车研究院项目相衔接，建
设涵盖研发、创意、设计等产业的功能区。

当前，广州科学城正以五年大变化为使命，出台了“扩容至144.65平
方公里”的提质增效规划，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要承载区，吸引

高端企业和高端人才落户。2017年，宝能集团在广州科学城中心区动
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大楼，随后收购同区域的广州国际体育演艺
中心。本次签约，宝能集团将在广州科学城长岭居片区布局宝能国际
医疗中心项目。

而黄埔港作为广州第二中央商务区（CBD）、广州人工智能和数字
经济试验区，也是广州城市更新的重点区域。宝能国际新贸易创新中
心项目将在此建设国际一流商业中心，包括一栋超高层标志性建筑。

搭建首期100亿元的生物安全产业发展基金
目前，广州开发区聚集生物医药企业超过 1000家。依托广州国际

生物岛生命科学合作区、科学城生命科学研发和中试聚集区、知识城生
物安全产业基地、国际生物医药价值园等载体，广州开发区发挥生物医
药领域的产学研优势，瞄准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临床救治和药物、
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为
主攻方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安全创新研究院和纳米生物安全中
心，构建生物安全产业体系，率先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试验区。

宝能集团正在搭建的生物安全产业发展基金首期总规模为 100
亿元，将以广州开发区相关产业项目为重点，在生物医药、生物医学、
医疗卫生、医疗器械、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精准医疗、体外诊断、检验
检测等产业方向进行投资布局，助力广州开发区生物健康产业进一步
聚集发展。

广州开发区一季度新注册内外资企业增速同比超六成
一季度，广州开发区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强的韧性，一批新产业新业

态快速发展，包括生物医药、新基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先后举行了“2.28”“3.29”“3.31”三大千亿级
投资签约动工投产活动，投资项目落地开工进度明显加速。一季度，全
区生物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实现产值 44.61亿元，同比增长 28.5%，21家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产值同比增长46.9%。在线医疗、“线上+线下”等销
售模式不断涌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医药及医疗设备
业、电子商务业商品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35%和10%。外贸新模式加速
成长，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10.3 亿元，包裹量 423 万件，分别同比增长
112%和 142%。全区累计新设外资项目 49家，同比增长 60%；新注册内
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68.30%。

广州开发区在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谋划复工复产、经济社会发
展，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项目未动、政策先行，广州开发区在
全国开发区中率先推出“暖企 8条”“稳企 6条”等惠企政策。一季度区
属国企为企业减免租金1.24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2158家。

目前，广州开发区 3800 多家“四上”企业全面复工复产，98 家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项目全部复工；广州开发区牵头的市重点建设项目中
111个在建项目全部复工。

广州开发区近日晒出 2020 年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
注册内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均增长 60%以上。广州开发区
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
展的产业体系，加速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动能，持续推
进高质量发展。4月18日，广州开发区再次迎来一批重大
项目签约落户：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能集团”）在此布局包括宝能国际新贸易创新中心、宝
能国际医疗中心、宝能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宝能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生物安全发展基金在内的“四中心一基金”
系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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