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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跨越“生死”考验

“目前，全世界已进行的21次火
星着陆任务中只有9次成功，难度系
数极高！”在传回地球的第一封“家
书”中，祝融号火星车“讲述”了着
陆火星的惊魂时刻。

安全着陆火星，既要选择地形
平坦的着陆区，还得赶上合适的天
气状况。

火星表面天气恶劣，每年都会形
成几场巨大的沙尘暴。沙尘暴可能改
变着陆巡视器下降过程的动力学参
数，影响安全性，沙尘粒子也可能附
着在探测器表面，甚至钻入内部，造
成仪器设备故障，导致火星车失去能
源供应。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火
星巡视器总体主任设计师陈百超说，
中国首次实施火星探测任务，对火星
的环境特别是大气等参数没有一手数
据，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

为此，在被火星引力捕获后，天
问一号环绕器此前在火星停泊轨道上
进行了长达 3 个月的“准备工作”，
对预选着陆区开展多维度探测，一方
面探测地形地貌，另一方面获取着陆
区附近区域的气象状况，最终确定了
5月中下旬着陆的稳妥选择。

着陆的过程同样充满凶险。专家
表示，火星表面存在大气，比月球表
面的环境更为复杂。同时，火星离地
球的距离也比月球更加遥远，通信时
延最长接近 20 分钟。这意味着科研

人员无法随时监测和控制探测器，很
多高难度的任务只能靠天问一号自主
完成。

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最终着陆的
过程中，天问一号经历了“生死9分
钟”——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将2
万千米/小时的速度降到 0。最终，
着陆巡视器在缓冲机构和气囊的保护
下稳稳降落在火星表面。

巡视：展露一身“技艺”

“地质学家说，我的软着陆区很
可能是一个古海洋所在地，有很高的
科学价值，很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
科学成果。”祝融号火星车在“家
书”中写道。

据专家介绍，地处火星北半球的
乌托邦平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撞击盆
地，直径约 3300 千米。有科学假说
认为，乌托邦平原曾经有海洋，并存
在着与水有关的地貌特征，有待进一
步探测。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
张荣桥说，乌托邦平原相对平缓，安
全着陆是后续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
同时，从科学探测的意义角度来看，
天问一号着陆点附近应该是古海洋与
陆地的交接面，在这附近开展科学探
测的潜力巨大。

“目前，我还在着陆巡视器内。
经过短暂调整后，出仓并开展巡视探
测。期待全方位了解火星，并且回传
珍贵的数据和照片给大家哦！”着陆
火星后，祝融号火星车目前仍处于适

应和“体检”状态。几天后，祝融号
将自主驶离着陆器，抵达火星表面并
开展巡视探测，完成“绕、着、巡”
任务的最后一步。同时，巡视器与着
陆器还将进行两器互拍，火星的“真
容”也将随之公布。

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寿命为 3
个火星月，由于火星上的一天比地
球略长 （火星自转周期约为 24 小时
37 分钟），相当于约 92 个地球日。
按照计划，约 90 个火星日后，祝融
号 火 星 车 将 完 成 巡 视 探 测 ， 顺 利

“收工”。
为了在短暂的3个月内获取更多

有效的科学探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
具备了“一身技艺”——共载有6种
科学仪器，包括多光谱相机、次表层
探测雷达、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火
星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
和导航地形相机等。通过全力的巡视
探测，祝融号将为中国带来火星研究
的第一手资料，推动对火星空间环
境、地表形貌特征、土壤表层结构等
课题的研究。

未来：进行环绕探测

“就在昨天 （5 月 17 日），我和
环绕器已建立了器间通信链路，第
一次通过环绕器传回了遥测数据。”
在第二封“家书”中，祝融号火星
车“汇报”说，自己正在按计划开
展周围环境感知和状态检查，各系
统工作一切正常。同时，天问一号
环绕器已实施第四次近火制动，顺

利进入周期为 8.2 小时中继通信轨
道 ， 成 为 地 球 和 火 星 之 间 的 “ 信
使”，进行“地火传书”。

祝融号在火星表面忙碌工作的同
时，位于停泊轨道的天问一号环绕器
也“闲不住”。专家表示，着陆巡视
器安全着陆后，环绕器会停留在通信
中继轨道，转发各种信息数据回地
球，同时也向火星车传达来自地球的
指令。

环绕器不只是“信使”，也是探
索火星的重要主力。天问一号环绕器
共携带了7台科学仪器，分别是中分
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机、次表层探
测雷达、火星矿物光谱探测仪、火星
磁强计、火星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
和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能够在多轨
道高度对火星进行整体性、全球性、
综合性研究。

环绕器的工作时间也比祝融号火
星车长不少，既要兼顾火星车的中
继，还要进行“全球覆盖”的环绕科
学探测。按照计划，在 90 个火星日
后，天问一号环绕器将进行轨道调
整，进入近火点 265 公里、远火点
1.2 万公里的轨道，对火星表面开展
至少 1个火星年 （约 2个地球年） 的
近距离遥感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之后，中国的行星
探测计划将迈向纵深。据了解，2030
年前后，中国将实施火星采样返回、
木星系探测等任务，目前正在开展关
键技术研究，更多的“天问”系列任
务，将使中国的行星探测迈向更远的
深空。

荧惑（中国对火星的古称）已至，求索无疆。
5月15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着
陆巡视器安全“到站”，着陆乌托邦平原，红色
火星第一次留下了中国印迹。

从2020年7月23日发射升空以来，天问一号
经历了近300天的长途跋涉，顺利完成了探火任
务“绕、着、巡”中的前两步目标。随着祝融号火星
车进入巡视探测的工作状态，更多的火星奥秘将
呈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脚步踏上“荧惑” 祝融着陆遥寄“家书”

火星探测开启新征程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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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在京发布 《2021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0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
值突破4000亿元，达4033亿元，较2019
年增长约16.9％。

专家表示，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开通
服务以及“新基建”发展战略实施进一
步刺激和拉动了各行业对北斗卫星导航
技术应用的需求和投入，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获得了重大发展机遇。

北斗全面融入生产生活

当前，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
域企事业单位数量保持在 1.4 万家左右，
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万。在知识产权方
面，中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年
底已突破8.5万件，保持全球第一位。

2020 年是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之
年。白皮书指出，北斗系统已经全面融入
生产生活，服务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
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领域，
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基础设施，广泛进
入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未来，将进
一步倡导北斗优先和标配化应用。

此外，北斗系统已经在全球许多国
家和地区得到应用，面向亿级以上用户
提供服务。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
农业、数字施工、车辆船舶监管、智慧
港口解决方案已经在东盟、南亚、东
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得到成功应用。

高精度应用加速增长

白皮书指出，2020 年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行业高精度应用发展迅速，在电
力、精准农业、精细化施工、高精度测
绘、智能网联汽车等细分市场中的基础
设施建设、高精度器件和产品的销售规
模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据了解，在抗疫过程中，基于北斗
高精度技术的测绘方案为湖北、陕西等
多地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大幅缩短了前
期勘察测量的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要
作用，包括植保、物流、消杀、侦查等
在内的精准无人机飞行细分市场呈现爆
发式增长，大幅提升了高精度市场的总
体规模。

此外，截至 2020 年底，国产北斗兼
容型芯片及模块销量已超过1.5亿片，季
度出货量突破 1000 万片；国内厘米级应
用高精度芯片、模块和板卡的总出货量
高速增长，突破100万片，主要应用场景
包括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农机、工程机械、测绘仪器、机器
人和物联网终端等，高精度应用呈现出泛在化和规模化趋势。

“+北斗”模式成产业新亮点

2020年，“+北斗”发展更加活跃，“行业+北斗”新生业态对
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扩展产生巨大影响。

其中，北斗系统使综合交通管理效率和运输安全水平全面提
升。据了解，截至 2020年底，国内超 70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超
过 3 万辆邮政快递干线车辆、1400 艘公务船舶已应用北斗系统，
重特大事故发生起数下降93％，死亡率下降86％。

“当前，交通、电力、铁路、石化、通信等行业领域已经主动
跨界进入北斗产业，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北斗机构或企业，积极探
索开拓以北斗技术为赋能手段的应用场景，推进本行业北斗应
用。”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表示，这些措施进一步推
动了北斗应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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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1717 日日，，内蒙古呼伦内蒙古呼伦
贝尔农垦特泥河农牧场一台贝尔农垦特泥河农牧场一台
播种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播种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
在农田里播种小麦在农田里播种小麦。。

陈晓娟陈晓娟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院区，浙江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明星企业”。公司创始人、清华
大学机械工程系校友谷春光说，自
2017 年在研究院孵化、成长以来，这
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智能物流系统
如今已应用于全国200多个物流中心
和立体式仓库，并走向俄罗斯等海外
市场。

作为浙江省首个省校共建的创新
载体——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 5
年的时间里吸纳了200名国家级、省
级高端人才，并孵化科创企业 2500

多家。研究院所在的嘉兴科技城，也
成为人才聚集的高地。

“嘉兴科技城是浙江省校合作、
院地合作的产物，这些高端创新载体
的落户和聚集，为我们插上了起飞的
翅膀。”嘉兴科技城管委会党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曹建弟表示。

2003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政府
与清华大学签约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成为该省首个省校共建创新
载体。2005年4月，该研究院在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的嘉兴科技城揭牌，
总部大楼正式奠基。

目前，除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外，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
浙江未来技术研究院、上海大学新
兴产业研究院、嘉兴区块链技术研
究院等一批创新载体也纷纷落户嘉
兴科技城。

10多年来，嘉兴科技城紧紧围绕
科技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坚定
不移地走科技创新之路。为了吸引和
集聚更多人才，嘉兴科技城从2016年
起专门设立“人才局”，打造多层次的
孵化器、产业平台，在公司注册、公寓
租住、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为创新

人才及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一条
龙”服务，并创新通过“人才e点通”系
统实现线上全流程、“零距离”服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
枚小小的“智柔体温贴”，受到了医
护人员的欢迎。这款由浙江清华长三
角研究院柔性分院研制的新型柔性电
子产品，可以方便地贴在皮肤上，72
小时不间断监测体温，并将相关信息
发送到手机、电脑等终端。

当前，柔性电子技术是竞争激烈
的前沿领域，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柔性分院正推动这项新技术加速转
化，打造中国柔性电子技术产业的科
研高地和技术策源地。

如今，包括柔性电子技术等高新
技术产业在内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嘉
兴科技城的主导产业。在嘉兴市南湖
区，已集聚数字经济直接关联企业
500多家，并出现了闻泰通讯、斯达
半导、博创科技、昱能科技等表现突
出的企业。

浙江嘉兴科技城筑巢引人才

“省校合作”打造科创新高地
杨秀娟 潘 聪 项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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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科技大学数十
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哈
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也门
等“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留
学生，来到青岛西海岸新区海
青镇茶博园参加采茶活动，体
验中国传统茶文化，感受海青
镇以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
色发展之路。

图为茶农向留学生介绍茶
叶知识。

韩洪烁摄 （人民视觉）

体验茶文化

1200万师生参加职业教育活动周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1年职业教育
活动周于5月下旬举行，主题为“技能：让生活更美好”，预计全国
超过 1200万职业院校师生参加，各类活动超 4万场次，吸引约 1500
万人次参与。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自2015年以来，教育部联合中共中
央宣传部等九部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据了解，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开幕式于 5 月 20 日在济南举行，集成大赛、论坛、展览、
观摩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交流研讨
活动、技能型社会教育研讨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成就展、黄河流
域产教联盟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等。

本届活动周重点突出“技能成就出彩人生”“技能服务美好生
活”“技能支撑强国战略”等内容，集中宣传全国职教大会精神、职
业教育宏观政策、改革发展成果和典型集体和人物，向全社会展示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有力营造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
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