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5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一 今日 12 版

乙未年六月十二 总第 10350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胡兆珀 彭 东 左常睿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最新发现与创新

“刚刚发射的北斗双星实现了自主可控，部件国产

化率达到 98％，卫星的‘大脑’（综合电子系统）、‘骨架’

（桁架式结构）等关键器件和部件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

军说。

记 者 从 五 院 了 解 到 ，日 前 发 射 的 第 18、19 颗 北

斗导航卫星，在众多国产高科技的“武装”下，成为

了北斗家族的“时尚潮人”。这些新技术、新产品，

将 帮 助 它 们 在 北 斗 导 航 全 球 组 网 建 设 中 完 成 一 项

项全新重任。

“中国心”功能更强大

在恶劣的太空环境里，没有强健的“心脏”，卫星很

难完成艰巨的使命。为此，五院西安分院和 510所的科

研人员为北斗双星安装了一颗强大的“中国心”——新

一代高精度铷钟。

比起北斗前辈们的进口“心脏”，此次北斗双星的

“中国心”更加小巧精致，性能不亚于国外同类产品。

同时其定位、测距和授时等功能更加精确，将为人们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最强大脑”实现“一脑两用”

过去，我国卫星大多需要两个“大脑”，一个主管思

考、视觉和四肢运动等功能，另一个负责“生理调节”以

及与外界的交流。五院 502 所为北斗双星配备的高轨

卫星综合电子系统，成功实现了“一脑两用”，被称为我

国卫星的“最强大脑”。

值得一提的是，“最强大脑”应用了我国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四核片上系统 SoC2012 和国产化 ASIC 芯

片，从方案到控制算法，从硬件到 SpaceOS2.0 操作系统

再到应用软件，均为百分百中国制造，其性能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

强健、稳定的“钢筋铁骨”

由转运、升空到巡天，太空之旅并非坦途，要接受

高温、高压、剧烈震动等多重考验。为了保护北斗双星

的健康，五院总体部和 529厂首次给它们采用了桁架式

主承力结构。

与传统结构相比，桁架结构承载能力更强、重量更

轻，但精度要求倍增，需攻克多道世界级技术难关，国

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此项技术。加之北斗双星的

精度要求更高，整体偏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粗细，

进一步加大了研制难度。529 厂攻克了纯胶接传力等

难题，为它们打造出能够力扛千斤的“钢筋铁骨”。

把自拍照发给地球上的小伙伴

太 空 生 活 单 调 寂 寞 ，于 是 五 院 508 所 设 计 师 们

为北斗双星配置了多台监视相机，让它们也能“刷

朋友圈”。 （下转第三版）

晒晒北斗双星身上的国产高科技
本报记者 付毅飞 通讯员 时小丹 郭兆炜

什么是洲际战略导弹？

通常把射程范围在 8000千米以上的弹道导弹称为

洲际弹道导弹（个别国家在射程范围的距离上有所不

同）。洲际导弹常为多级弹道导弹，分陆基和潜射两大

类，采用液体或固体火箭发动机，采用惯性制导或以惯

性制导为基础的复合制导，用于攻击敌方纵深具有战

略意义的地面固定目标，属于战略导弹。洲际导弹主

要性能指标有：1.射程能力：反映火力覆盖范围；2.命中

精度：反映打击的准确程度；3.战斗部威力：反映毁伤能

力；4.突防能力：反映突破敌方防御系统的能力（常通过

弹道机动、多弹头、诱饵等方式提高导弹的突防能力）；

5.发射方式：陆基、海基、空基，垂直发射、倾斜发射，热

发射、冷发射，固定阵地发射、机动发射等；6.反应时间：

反映作战反应速度。此外，还有弹体尺寸、发射质量、

发动机类型、指挥控制系统性能等指标。

洲际战略导弹的地位作用

洲际战略导弹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其发展和运

用关系到国家军事战略的全局，反映着一个国家的

军事战略的重大问题及方针、策略。洲际战略导弹

主要用于攻击对国家生存和战争胜败有重大意义的

战略目标，如政治经济中心，指挥控制通信中心，预

警系统，机场、港口等重要交通枢纽、大型发电站，大

型水坝，城市和战略武器生产、贮存、发射基地等。

其主要作用是对敌实施威慑，制止敌方发动攻击或

使战争升级，并在威慑失效后进行有效打击。对于

我国而言，保持一支精干有效的战略力量，对于支撑

我国大国地位，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

要意义。

洲 际 战 略 导 弹

战略导弹，国之重器。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战

略 导 弹 部 队 ，第 二 炮 兵 某

洲际战略导弹旅牢记党和

人 民 的 重 托 ，以 强 烈 的 使

命 担 当 和 赤 胆 忠 诚 ，为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潜心

砺 剑 铸 盾 ，奋 力 追 逐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铸 就 了 共 和 国

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

被誉为“东风第一枝”

的 这 支 部 队 从 组 建 之 日

起，就肩负着特殊使命，成

功发射作战部队第一枚地

地导弹，被誉为“争气弹”；

投 身 唐 山 抗 震 救 灾 任 务 ，

发 出 了 灾 情“ 第 一 报 ”；走

过 天 安 门 广 场 ，向 世 界 首

次揭开战略导弹部队神秘

面纱……

他们的事迹生动体现

了固军魂写忠诚的政治品

格 、执 长 剑 卫 祖 国 的 使 命

担 当 、为 人 民 苦 也 甜 的 价

值 追 求 、以 严 实 求 创 新 的

良好作风，展示了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良好精

神风貌。

组 建 56 年 来 ，该 旅 始

终把重任担当在肩，让“东

风 第 一 枝 ”的 忠 诚 基 因 根

植血脉、代代相传，永远做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排 头 兵 ，

忠实履行能打仗打胜仗的

职 责 使 命 ，锤 炼 塑 造 讲 正

气 砺 士 气 的 作 风 形 象 ，在

铸就大国长剑的征程上迈

出 了 坚 实 步 伐 ，锻 造 成 长

为 一 支 绝 对 忠 诚 、绝 对 纯

洁 、绝 对 可 靠 的 强 军 报 国

先锋劲旅。

作为第二炮兵组建最早的英雄部队，该旅着

眼国之重器特殊地位作用，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的忧患意识、“永在路上”的进取意识和“扛在肩

上”的责任意识，把仗怎么打、兵怎么练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战斗力为“指挥棒”“试金

石”，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从严从难抓备战搞建设，

部队实战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锻造成为一支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略铁拳。

中国需要和平，和平需要盾牌。这支导弹

劲旅肩负非同寻常的神圣使命，盘马弯弓，枕戈

待旦，为祖国的安全擎起利剑坚盾。他们时刻

牢记强军目标，时时加紧备战强能，为祖国的和

平发展砺剑铸盾！为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战略支撑！

壮哉，英雄的“东风第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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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承载着托举中华长剑的特殊使命；他们，与

国家和民族的安危紧密相连。

莽莽深山，人迹罕至。这支执掌“大国重器”的神

秘部队长年驻扎在这里。56年，没有惊天动地之名，却

有惊天动地之举。跨入这支部队大门的，个个都是百

里挑一的精英。

这支英雄部队就是第二炮兵某洲际战略导弹旅。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深山，走进这支神秘劲旅。

从“第一枝”到“第一旅”

上世纪 50年代末，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战略

导弹部队应运而生。

1957年 12月，一批刚刚掸去战争硝烟的老兵，上不

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秘密集结到北京长辛店，迈出了

我国导弹部队组建的第一步。1959年 7月，中央军委一

纸命令，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正式成立。

那一年的金秋，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悄然离京，奔

赴戈壁。

“沉寂”3年多时间，在大漠深处炸响了惊雷——由

作战部队发射的第一枚战略导弹获得成功！

这枚导弹，被称为“争气弹”，开创了共和国战略导

弹的“通天之路”！

几十年后，当年被誉为“东风第一枝”的导弹部队，

已发展壮大为名扬军内外的中国“东风第一旅”。

潜心锻造“第一剑”

现在战略导弹射程越来越远、精度越来越高、威力

越来越大。作为中国战略导弹方阵的“种子部队”，“东

风第一旅”战斗力建设从“打得响”向“打得远”“打得

准”，实现了一次次华丽转身，锻造出了一柄能够断然

出手、决战决胜的“中华第一剑”。

每一次武器的更新换代，都是一次系统升级、大脑

换芯。旅政委文青告诉记者：“洲际导弹系统庞大、结构

复杂，包括几十个专业门类、数千个核心原理，涉及十几

个学科领域。可以说，一枚导弹就是一所大学，多个学

院。进入这所大学不见得多难，但要拿到‘上岗证’‘毕

业证’并不容易。”

他们有个训练科目，是默背电路、气路、液路图及

其原理。有人比喻说，电路图就像交通图，跑通一张中

等难度的电路图，相当于熟记一座省会城市的大街小

巷和行车线路。“这样的图，我们每个专业号手都能默

背几十张、甚至过百张”。

上士文熙俊，为学好导弹专业，把 10多本四五百页

的专业教材连抄 4 遍，累计数百万字，苦学精练最终成

为一名熟悉 3 个专业、胜任 10 多个岗位的专业组长，他

参与编写的教材在部队推广。

三级军士长康平，对操作平台上密密麻麻的开关、

按钮、指示灯如数家珍，内部结构原理烂熟于心，2次亲

手按下点火按钮，打出不同型号洲际导弹最佳精度，在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屈一指。

发射营长周游国，统管上百个战位、上千台设备游

刃有余。参加基地导弹专业大会考，10 多名考官轮番

提问，2个多小时对答如流，无一错误，破格晋升为第二

炮兵一级发射营长。

该基地司令员刘启德自豪地说：“这个旅的官兵，拉出

去与导弹专家比专业，一点都不逊色。”（下转第三版）

铁 血 驾 驭 大 国 重 器
—揭秘解放军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

本报记者 侯 静 通讯员 李永飞 杨永刚

科技日报讯 （李燕燕 胡红升 记者唐
先武）近日，由第三军医大学与地方科技公

司联研的我国首个超级细菌疫苗——重组

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批准Ⅰ、Ⅱ、Ⅲ期临床研究，标志

着该研究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超级细菌”泛指临床上出现的多种耐药

菌，它对许多抗生素具有抵抗能力。而在我国，

13亿人所使用的抗生素总量为全世界60亿人

所用抗生素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指

出：如果“超级细菌”得不到有效遏制，由此造成

的死亡人数全球每年可能增加1000万人。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是军队战创

伤、烧伤、社区和医院感染率最高的“超级细

菌”之一。从 2008 年起，邹全明牵头，曾浩、

童文德、郭刚、吴超、章金勇、顾江、刘开云、

张卫军等 30 余名专家参加的团队，启动了

对金葡菌疫苗的研发。历时 8 年，与地方科

技公司通力合作，掌握了最新疫苗研发“神

器”——反向疫苗学技术，短时间内完成了

高难度的、浩瀚的原创金葡菌疫苗临床前研

究，从数千个候选组分中研究筛选出疫苗的

“有效组分”，所使用的大小实验动物数累计

达 1.6万余只。为了考察与研究本疫苗的安

全性，在开展临床试验之前，邹全明与团队

骨干成员带头注射了第一批金葡菌疫苗。

据邹全明教授介绍，该金葡菌疫苗含有

针对 5 个靶点的保护性免疫组分，可以在阻

断细菌重要代谢途径、抑制粘附定植、控制

毒素扩散、打破免疫逃逸等方面发挥确切作

用。“大量重复的动物免疫攻毒保护实验结

果证明，本疫苗保护率大于 85%，可有效抵

御金葡菌的感染侵袭，为人体临床试验奠定

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我国首个超级细菌疫苗获批临床研究

7 月 25 日 20 时 29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远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 2

颗 新 一 代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发 射 升

空，经过约 3 个半小时飞行后，“远

征一号”上面级将 2 颗卫星准确送

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的第 18、

19 颗北斗导航卫星，均为地球中

圆轨道卫星。作为北斗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组网的“排头兵”，它们

开启了拓荒之旅。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了解到，这对“双胞胎兄弟”肩负

多项使命，将为我国建成“独立自

主、开放包容、技术先进、稳定可

靠”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开展全面

验证。

不论是工程各大系统的总体

方案，还是关系全球系统功能性能

实现的重要技术体制，在北斗导航

大家庭里都是全新的挑战。“兄弟

俩”首先要承担的，就是在轨验证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总体方案与技

术体制。以信号格式为例，此次采

用的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

信号格式，导航信号数据在区域组

网导航卫星的基础上扩展了一倍

有余。这意味着同样时间内，全球

导航卫星要发送更多信号，更好更

快地满足用户需求。这需要验证

其测距、抗干扰、抗多径等性能。

同时，它们还要验证首次在空间使

用的星间链路技术，与今年 3 月发

射的北斗卫星实现星间互联互通，

共 同 开 展 全 球 组 网 试 验 验 证 工

作。此外，星地一体控制与信息传

输、系统安全等一系列新技术体制

等待着它们一一验证。

航天是个系统工程，各大系

统、各个环节的完美匹配决定了整

个任务能否顺利实施。卫星与地

面试验支持系统接口、卫星与测控

系统接口、卫星间接口、卫星与运

载火箭系统的接口、卫星与发射场

系统的接口等，哪一个接口出现问

题，全球组网都会“掉链子”。走在

最前线的“兄弟俩”，要为后续北斗

卫星理顺各种接口和关系，使研制流程更加顺畅，风险

进一步降低。

作为排头兵，“兄弟俩”集中国造“豪华配置”于一

身。以高精度星载原子钟、星间精密测距和通信、星座

自主运行等为代表的卫星载荷关键技术，以轻量化、长

寿命、高可靠为典型特征的卫星平台关键技术，以基于

星地链路和星间链路的导航卫星联合精密定轨等为代

表的地面运控关键技术……大批关键技术和国产化关

键器件都需要进行一次“实战练兵”。（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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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炮兵某洲际战略导弹旅加大实战化训练，成功发射一枚导弹（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宋波摄）

7月 26日至 27日，2015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在北京
召开，吸引了1000余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席，
并将组织多场分论坛。图为大会上展出的图灵机器人
根据语音指令跳舞。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搭载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长征三号乙/远征一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7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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