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付毅飞）国防科

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裴照宇 2日在京透露，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计划开展五项拓展

试验，对嫦娥五号任务相关技术进行在轨试验验证。

裴照宇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服务舱拓

展试验主要包括地月系统拉格朗日-2 点（简称地月 L2

点）轨道飞行试验；倾斜环月轨道近月制动飞行验证；

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远程导引飞行过程验证；环月圆轨

道演化特性和轨道环境探测。此外还将对服务舱搭载

的 GPS、格洛纳斯兼容导航接收机，双分辨率相机，

GNC（制导、导航与控制）中心控制单元，小型星敏感器

和星敏防尘机构等设备进行在轨试验。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飞控组副组长谢剑锋介

绍，在服务舱拓展试验中，将通过实施 43度轨道倾角的

多次近月制动，验证嫦娥五号近月制动方案的合理性；

通过服务舱模拟嫦娥五号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远程导引

变轨方案和飞行时序，验证相关设计安排的正确性，同

时获取月球轨道交会对接环月轨道的测定轨精度，并

对各系统协同配合及飞控实施流程进行演练；通过在

200 公里高度、倾角 43 度的环月圆轨道飞行，获取该轨

道演化特性和测定轨精度数据，为嫦娥五号环月飞行

控制提供支持；通过对采样区进行遥感探测，尽量获取

该区域及动力下降航迹区的地形地貌，以降低嫦娥五

号着陆的风险。

据了解，服务舱于 11月 27日进入地月 L2点的环绕

轨道，28日实施了该点绕飞期间首次轨道维持控制，目

前飞行正常。已开展关于地月 L2 点轨道设计、控制策

略以及测定轨支持等方面的飞行试验，为后续月球及

深空探测任务积累经验。

裴照宇说，服务舱计划于明年 1 月上旬离开地月

L2点飞向月球；1月中旬实施近月制动进入环月轨道；2

月、3月各开展一次交会对接远程导引试验；4月实施对

月成像，拍摄预设采样着陆区形貌。此后再视情研究

后续试验或处置方案。

相关链接：拉格朗日点(Lagrangian points ) 指在
两大物体引力作用下，能使小物体稳定的点，于 1772
年由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推算得出。在由两大天体构
成的系统中，按推论有 5个拉格朗日点。拉格朗日-2
点位于两大天体的连线上，且在较小的天体一侧。因
此地月拉格朗日-2点可放置空间天文台，对月球背面
进行观测；也能布置中继卫星，为月球探测器与地面之
间提供通信服务。

探月三期飞行器服务舱将开展五项拓展试验
在轨验证嫦娥五号任务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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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新华社北京 12月 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2

月 2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改革

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

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

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

和智慧。要鼓励地方、

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

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

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

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

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

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

计 和 基 层 探 索 良 性 互

动、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 李 克

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会议。

会 议 审 议 了《关 于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关于县以下机

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关

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

构建设的意见》，审议通

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设

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

和《设立跨行政区划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

点方案》，建议根据会议

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会议指出，土地制

度 是 国 家 的 基 础 性 制

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 3

项改革涉及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制度、村民自治

制 度 等 一 系 列 重 要 制

度，关乎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进程。要始终把维

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

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

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

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

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

础上有序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关系密切，可以作统一部署

和要求，但试点工作中要分类实施。严守 18 亿亩

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

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

试点条件和范围要严格把关，不能侵犯农民利益，

同时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

件，这是关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中央有关部

门和地方要加强指导监督，严格把握试点条件。

会议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重要制度设计。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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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付毅飞）再入返回飞

行试验任务飞行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张伍2日在京表示，探月

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获取了完整、有效的飞行

数据。经后续工作分析鉴定，该任务的飞行目标完全实现。

张伍说，飞行试验过程中，获取的数据主要包括安

全数据记录器（黑匣子）存储的数据、返回器防热层测

量数据，以及地面测控站对返回器直接测量和接收的

数据三个方面。

经分析鉴定，专家获得的初步结论为：返回器飞行

过程中，力学过载满足要求；航程、开伞点位置精度和

落点位置精度均满足要求；实际飞行气动特性符合理

论预期；返回器烧蚀形貌符合预期；返回器内部温度符

合要求；回收系统工作正常，着陆速度符合设计预期；

返回器内部设备工作正常，落地后结构完整。

张伍表示，总体来看此次任务实现了全部飞行目

标，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了高速半弹道跳跃

式再入返回技术。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器于 10 月 24 日发射

升空，11 月 1 日飞行器返回器与服务舱在距地面 5000

公里处分离，返回器再入大气层并顺利着陆。

再入返回试验任务数据完整有效
专家：飞行目标完全实现

科技日报讯（记者常丽君）任何科学教科书都会

告诉你，我们是看不见红外光的。红外光就像 X 射线

和无线电波，都在可见光谱以外。但最近一个国际研

究小组发现，在特定条件下，人的视网膜也能感觉到

红外光。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2月 2日（北京时间）报道，该

研究由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波兰、瑞士、挪

威的科学家共同进行。他们用强激光器发出红外光

脉冲照射小鼠和人类的视网膜，发现当激光脉冲很快

时，眼睛就能感知到这种不可见光。相关论文发表在

最近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研究小组最初报告称，当用红外光照射时，他们

能偶尔看到绿色闪光。但他们所用的光与讲课中用

的激光笔不同，人眼是看不到的。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华盛顿大学眼科与视觉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助理弗

兰斯·温伯格说：“他们看到了光，而这激光束是在可

见光范围之外的，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感觉到了这

些看不见的光。”

经过重复实验后，研究人员对多个激光器发出的

光进行了分析。“我们用了持续时间不同的激光脉冲，

它们发出的光子总数是一样的。我们发现脉冲越短，

人们越有可能看见它，”温伯格解释说。“虽然脉冲之

间的时间极短，裸眼根本注意不到，但这种间隔的存

在对人们能否看到它却非常重要。”

通常一个光子被视网膜吸收后，会产生一个叫做

感光色素的分子，由此开始了把光转变为视觉的过

程。对于标准视力，每个感光色素分子都会吸收一个

光子，由此产生大量感光色素。如果把许多光子“打

包”在快速脉冲激光的一次短脉冲里，就可能让一个

感光色素一次吸收两个光子，结合两个光子的能量就

可能激活色素，让眼睛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光。

华盛顿大学眼科与视觉科学副教授、高级研究员

弗拉迪莫·科法洛夫说：“可见光谱包括波长在 400—

720 纳米的光。如果视网膜里的色素分子被一对

1000纳米波长的光子迅速接连击中，所提供的能量就

与一个 500 纳米波长的光子相当，正在可见光谱范围

内，这就是人们为何能看见它。”

这项研究第一次报告了眼睛能通过这种机制感

知光线。通过较弱激光让事物变得可见并不新鲜，如

双光子显微镜可以用激光来探测组织深处的荧光分

子。

研究人员正在设法把双光子策略用于一种新

型的检眼镜，以检查眼睛内部。方法是发射红外激

光脉冲到眼睛里，刺激视网膜部分，研究正常眼睛

和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眼睛在结构和功能上有什么

不同。“我们希望这一发现最终能得到实际应用。”

科法洛夫说。

红外光之所以有个“外”字，指的是其频率在人眼

可见范围以外。然而新发现证明，红外线并不“见

外”。前几年曾有一项研究发现：人眼在完全黑暗当中

也能捕捉信号，进而避开某些东西，这可能就源于视觉

神经系统的神奇能力。看似单纯的双眸，真是深不可

测啊。过去常说的

“第六感”、“背后长

眼”，是否在一定程

度上来自人们的“超

视觉”？科学家会回

答的，拭目以待吧。

特定条件下人眼也能看见红外光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怡 郝晓明）在铸

钢过程中，杂质的汇聚和上浮导致了铸造中

成分的不均匀，进而影响钢材的质量。记者

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

合）实验室获悉，由李殿中研究员、李依依院

士带领的研究团队的一项最新成果，揭示了

在铸造钢件时导致钢材降解的机制。该研

究成果发表在近日的《自然通讯》上。

钢材在高温冶炼和浇注到模具之后，需

要铸造凝固。在凝固过程中，液态金属结晶

形成树枝晶网络，因为钢水不纯净，杂质会

在枝晶网内聚集长大。由于密度小，这些杂

质团簇在枝晶网内上浮形成一条通道。在

该通道内，富集大量杂质，也会吸附和促进

碳、锰等主要合金元素的偏聚。鉴于这条通

道的成分和性能与周围材质有很大区别，被

称为成分偏析带（又叫通道偏析）。

此项研究解剖分析了3支100吨级核电用

钢锭，通过控制氧含量的临界值，有效减轻直

至消除了偏析缺陷。研究人员发现，长期被忽

略的氧及其形成的氧化物是偏析的根源。

据李殿中介绍，之前的理论主要认为硫

和磷会带来偏析问题，但在工业生产中发

现，即使硫和磷控制到了很低含量，偏析依

然存在，这与经典理论不相符，直到发现氧

才是幕后黑手。

这 一 研 究 成 果 已 经 获 得 初 步 应 用 验

证。在特殊钢领域，有效提高了成材率；在

重机行业，提高了钢水的纯净性和核电、火

电等大钢锭及其大锻件的内在品质。控氧

纯净化技术推广应用后，将使大尺度钢铁材

料的制备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显著提升钢材

的成材率，也有利于提质增效，进一步促进

我国重大工程用钢国产化。

影响铸钢质量的幕后黑手原来是氧

在北京密云一个美丽的山间盆地，矗立着 6部大型

天线，它们每天准时瞄准太空，以敏捷的身手无误差地

跟踪过境卫星的行迹，承担着国产和国际对地观测卫

星数据接收任务。这些看似神秘的设施，记录了我国

遥感领域的开创之举。

1986 年 12 月，以邓小平同志与美国卡特总统签订

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为基础，我国正式建起自己的遥

感卫星地面站，开启了我国空间遥感领域的新纪元。

随后，从一个密云站，到 2011 年喀什站正式运行、

填补西部民用卫星数据空白，再到 2013 年三亚站正式

运行，使我国陆地观测卫星数据直接获取能力首次伸

展到南部海疆……三站组网，实现了对我国全部陆海

领土及亚洲 70％疆土的全面接收，使我国接收和处理

卫星数量及数据分发服务量已居于世界前列。

“地面站是为全国乃至国际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及

空间遥感信息服务的社会公益型装置，是我国对地观

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站以来即始终坚持秉承开放、

共享原则。”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以下简称

“遥感地球所”）所长郭华东院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基于这一理念，地面站运行近 30年来，为国土、林业、农

业、环境、地质、海洋、城市、测绘、灾害监测和全球变化

等领域提供了大量优质、快捷的卫星数据服务，在典型

的应用示范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真正发挥了国

家对地观测领域核心基础设施的作用。

2011年，针对遥感卫星数据资源空前高涨的需求，

遥感地球所推出面向全国用户的“对地观测数据共享计

划”。“目前平台运行稳定，应用成效显著，实现了数据服

务模式的重大转变和创新。”据郭华东介绍，截至今年11

月 20日，共享计划平台注册用户近两万人，用户下载共

享数据共28万余景次，为诸多领域提供了科研、生产、工

程、项目乃至政府决策等所需的基础数据支撑。

提到近年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等重大

自然灾害，大家并不陌生。鲜为人知的是，在救灾一线

的背后，同样也有地面站提供的数据支持，更有遥感地

球所另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飞机的

支持。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两架遥感飞机第一时间

飞赴灾区开展灾情监测，累计飞行 227 小时，达到灾区

的全范围、多密度覆盖。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当日

下午飞机即抵达灾区获取首批航空遥感数据，在我国

地震灾害监测历史上首次实现当天灾情航空遥感监

测。2013年芦山地震后 108分钟，飞机即飞往灾区开始

执行监测任务。凭借遥感飞机在重大地震灾情监测与

评估方面的突出贡献，科研团队被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自 1986 年首次开飞以来，两架飞机承担了 100 余

项各种类型的航空遥感应用项目，在遥感科学实验、仪

器研发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已列为国家用于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性事件遥感

应急监测的主要技术系统。

不只是地面站和遥感飞机，遥感地球所目前拥有

的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在资源环境研究中全面发挥作

用，其他包括地物辐射、反射和发射等参数测量的大型

遥感设备和配套参数测量仪器在内的大型仪器设备，

同样统一管理，开放共享。

这些设备均被纳入中国科学院公共技术平台——

北京地球系统与环境大型仪器区域中心进行管理和共

享，不仅对本单位以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研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也对环保部、农业部、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大学等多部门和科研机构乃至多家公司实施开放共

享。据统计，设备总体使用率均在 70％以上。

此外，遥感地球所怀来遥感实验站也面向国内外

遥感界开放。仅 2014 年，实验站接待了国内近 20 家单

位、4000多人次开展遥感试验，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遥

感实验基地。

今年历时 4 个多月，近 10 家单位、3000 多人次参与

的全波段多尺度遥感机理综合实验，借助遥感地球所

两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备，实施了天空地一体化的

协同观测。郭华东强调：“所有试验数据均向国内外研

究人员开放。”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

中科院遥感地球所：所有数据向全球开放
本报记者 贾 婧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器飞行过程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图）。 新华社发

科技日报讯 （伟锋 于姣 记者唐先
武）近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脏外

科为一例高龄心肾功能不全患者，在不使

用造影剂的条件下实施三瓣膜置换术后

三尖瓣瓣周漏介入封堵术。患者术后恢

复良好，术后 5天顺利出院。

患者李伟（化名）今年 76 岁，主动脉

瓣、二尖瓣、三尖瓣生物瓣置换术后 12 年

出现三尖瓣瓣周漏，导致心衰症状明显，

出现胸闷、气短、双下肢水肿，极度消瘦等

病症，体重仅 35公斤。在心脏外科主任俞

世强指导下，经会诊讨论，制定了周密的

治疗方案，决定结合 X 线和超声引导，采

用介入封堵方法治疗三尖瓣瓣周漏。由

于患者严重肾功能不全，决定术中不使用

造影剂。经过周密术前准备，心脏外科副

主任杨剑主刀实施手术。杨剑巧妙设计

手术思路，通过穿刺股静脉的方式，采用

可调控鞘及 MPA 导管，在经胸超声引导

下，配合 X 线影像，通过瓣周漏，根据超声

测量结果，选择置入一枚 18/20mmPLUG

封堵器，顺利完成手术。释放封堵器后患

者的静脉压从重度增高的 40mmHg 降至

轻度增高的 20mmHg。

自去年起，西京医院心脏外科在主任

俞世强指导下，由杨剑牵头开展了经导管

瓣周漏介入封堵术，截至目前已完成此类

手术 30 余例。此次高龄严重心肾功能不

全三瓣膜置换术后三尖瓣瓣周漏患者，在

不使用造影剂条件下完成手术，手术难度

极大，经查新国内外未见类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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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长隆自2006年从澳大利亚昆士兰柯伦宾动物园引进了第一批6只考拉以来，第二年便诞生了全球唯一
的考拉双胞胎“欢欢”和“乐乐”。经过不断繁衍和2013年1月、2014年1月两次引进，日前又有两只小考拉出生
并已满月。据统计，8年来养殖和繁育的考拉已达50只之多，已经实现了五代同堂，成为全球最大的考拉海外种
群。图为憨态可掬的考拉与工作人员亲密接触。 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