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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9日电（记者林小
春）在小行星探索作为登陆火星“跳板”的方

案遇阻后，美国航天局现又提出在月球轨道

上打造太空港作为“深空门户”的新计划，以

实现送人往返火星。

美国航天局本周发表声明宣布，这个太

空港建设完成后将由一个小型居住舱、气压

过渡舱、大功率电力推进系统以及一个可开

展研究的后勤舱组成，具备对接能力，从而作

为通往月球表面和深空目的地的门户。

从本质上说，这个月球轨道太空港将类

似一个小型国际空间站，但里面不会有人常

驻，且能升降轨道，以完成不同性质的任务。

“我设想的是，多个不同的国际和商业合

作伙伴参与建设这个门户，”美国航天局副局

长威廉·格斯登美尔在声明中说，“它既能移

动去支持在月球表面执行的机器人或伙伴任

务，也能进入月球的高轨道去支持前往太阳

系其他目的地的任务。”

建设这个太空港将需要使用尚在研制中

的大推力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

船。按照目前的进度安排，2023 年至 2026 年

间，“太空发射系统”每年搭载载人的“猎户

座”飞船发射一次，依次把推进器、居住舱、后

勤舱和气压过渡舱发射上天，并由宇航员在

轨整合建设完成。

建设太空港是美国航天局计划中的第一

阶段任务，紧接其后的第二阶段任务将建设

深空运输系统，以用于探索太阳系内火星等

深空目的地。

此运输系统的核心组件是 41 吨重、可重

复使用的航天器，其中包括电力系统与居住

舱，预计该航天器最早于 2027 年发射升空。

整个运输系统建完后将于 2029年左右从太空

港出发，在月球附近试验性载人飞行 300 到

400天后再返回太空港。

如果一切顺利，美国航天局将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为运输系统补充物资和燃料，然

后于 2033 年实施飞往火星轨道的载人任务，

但不会在火星上登陆。

美计划在月球轨道建太空港往返火星

美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不是 F-22，而是

神秘的 X-37B，身价超过 1.5亿美元。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报道，截止到 3

月 25 日 ，正 在 执 行“ 轨 道 测 试 车 辆 -4

（OTV-4）”任务的小型无人航天飞机 X-37B

已在轨 675 天，打破了此前“OTV-3”任务创

下的 674天纪录。

目前，由于美国空军一直对相关信息守

口如瓶，人们并不清楚 X-37B 究竟在执行什

么任务，任务何时结束以及届时在何处降

落。美国空军发言人安娜·玛丽-安尼切利上

尉接受美国太空网（Space.com）邮件采访时表

示：“X-37B的降落日期将基于该项目在轨演

示及目标完成情况才能确定。”

迷你航天飞机

美国空军目前拥有两架 X-37B，都由飞

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研制，X-37B 就像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此前那些已经光荣

退役的航天飞机一样，垂直发射并在跑道上

水平降落。

X-37B的外观也类似一款小型无人航天

飞机，它长 8.8 米，高 2.9 米，翼展约 4.6 米，由

太阳能提供动力。相比较而言，真正的航天

飞机一般长 37米，翼展 24米。

这两架 X-37B 迄今已执行了 4 次太空

任务，每次都创下新的续航纪录。OTV-1

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发射升空，当年 12 月 3 日

降落，在轨飞行 224 天；OTV-2 于 2011 年 3

月 5 日发射，2012 年 6 月 16 日降落，在轨 468

天；OTV-3 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发射，2014

年 10 月 17 日降落，在轨运行 674 天；OTV-4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搭乘“阿特拉斯-5”号火

箭发射升空，目前，其何时何地降落还是个

未知数。

实际上，X-37B的情况说明书显示，后三

次任务的在轨时长都已超过了这款飞机的设

计在轨寿命 270天。

尽管 OTV-4 任务已经打破 X-37B 在轨

“服役”纪录，但距离最长时间太空探索任务

还很远。有些地球观测卫星已“服役”数十

年 ，如 美 国 陆 地 卫 星 系 列 的 第 5 颗 卫 星

Landsat-5，从 1984 年发射升空，到 2013 年失

效，整整 29 年间，一直在对地球进行研究，是

目前在轨运行时间最长的光学遥感卫星，也

是全球应用最广、成效最显著的地球资源卫

星遥感信息源。此外，NASA 著名的“旅行者

1”号和“旅行者 2”号探测器自从 1977 年发

射升空，迄今已过“不惑之年”，仍在向地球

家园发送数据。

身负绝密使命

由于美国空军一直对 X-37B 讳莫如深，

引发了外界诸多揣测。有人认为，这一航天

器可能是一种太空武器。但有专家表示，这

不太可能，因为这种太空飞机的“块头”不够

大，操控性也不是很好，因此很难用来操控其

他卫星。

确实，美国空军也一直强调称，X-37B的

两大主要目标是：测试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

术 和 进 行 一 些 可 在 地 球 上 重 复 核 查 的 实

验。安尼切利对太空网表示：“OTV-4 项目

中测试的技术包括先进的引导、导航以及控

制系统、热保护系统、航空电子设备、高温结

构和密封系统等。”

尽管安尼切利拒绝提供 OTV-4 任务的

细节，但她补充说：“空军研究实验室、空间和

导弹系统中心以及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正在

研究一种实验性的推进系统。”

在佛罗里达降落？

所有四次任务都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

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在执行完此前三次

任务后，X-37B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范德

堡空军基地降落，但 OTV-4可能不会如此。

空军官员表示，他们希望 X-37B 的发射

和降落活动都在佛罗里达州。为此，位于卡

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隔壁的 NASA 肯尼迪太

空中心内老旧航天飞机降落设施已向 X-37B

张开了怀抱。

如果 OTV-4 的确在肯尼迪太空中心着

陆，将标志着自2011年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

号在此降落后，首次有航天飞机在此降落。

身负绝密使命 一再打破在轨纪录

X-37B航天飞机究竟是何方神圣
本报记者 刘 霞

X-37B航天飞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范德堡空军基地（资料图片）。X-37B于 2015年 5月 20
日发射，至今仍在执行第4次任务。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3月30电（记者张梦然）据

美国每日科学网 29 日消息，在医生向一名患

者大脑中植入传感器，并向该患者手臂发出

信号后，这名四肢瘫痪的男子终于实现了自

主移动——8年来首次自己吃饭。这项技术的

应用将为数百万瘫痪患者带来希望。研究成

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柳叶刀》杂志上。

目前已有利用植入技术帮助瘫痪患者做

出一些抓握器具、移动双腿等动作的研究实

例，不过，大脑和肌肉植入芯片的应用一直以

来并未超出实验室范围，也未切实用于治疗

瘫痪。

2006年，名为比尔·科切瓦尔的男子遭遇

自行车事故，身体自肩膀以下瘫痪。他成为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克利夫兰功能性电刺激

中心等机构的重点研究案例。为了帮助他恢

复自主活动能力，两年前，研究人员利用手术

将两个微型芯片植入他的大脑。

这两个芯片的作用是收集控制手部活

动区域神经元所发出的信号，科切瓦尔需

要先想象自己的手臂和手的运动，此时阵

列会记录大脑创建的信号，外部电缆将信

号传输到电脑上，电脑则提取关于他打算

做什么运动的信息，然后命令手臂肌肉上

的电刺激系统。在利用这项技术多次练习

后，目前科切瓦尔已能用吸管喝咖啡和用

叉子吃土豆泥等。

研究人员希望，其他和科切瓦尔有相同

遭遇的患者，也能在不远的将来应用这种技

术进行治疗。不过，更大规模的投入使用可

能还需要工程学的技术升级予以配合。研究

人员预计，该项技术约花费数万美元。

医学界人士认为，这一成果暗示着传递

大脑受损区域信号将成为一种可能，而脑植

入技术也将不限于治疗瘫痪，还可用于中风

等脑损伤患者。

四肢瘫痪者植入芯片后首次自己吃饭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房
琳琳）据《科学美国人》官网 30 日报道，美

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正式批准了一

款由瑞士罗氏制药研发的基因工程新药

Ocrelizumab，专门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MS），全球超过 200 万名 MS 患者将因此

受益。

MS 是一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脑和

脊髓）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发病时，神经

纤维的“保护膜”——髓鞘会受到炎症的攻

击，导致神经传导信号错误率上升和速度

下降，进而引发神经系统障碍，表现为肌肉

无力、大小便失禁、记忆力下降，听力、吞咽

和咀嚼能力逐渐丧失，最终可能导致残

疾。该慢性疾病首次症状多发于 20 岁—

40岁间，女性发病比例高于男性。

报道称，自 1998 年首个专门治疗复发

性 MS 药物获批后，陆续出现了 13 种同类

药 物 ，但 却 没 有 一 种 可 以 治 疗 原 发 性

MS。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

研究所斯提芬·豪瑟博士从 40年前开始研

究此类疾病。当时，学界认为 T 细胞是疾

病主要诱因，豪瑟与哈佛大学导师经过多

年研究，发现 T细胞并非唯一的疾病起源，

因此着手开发新的动物模型。

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仇

子龙指出，“小小的狨猴在多发性硬化的药

物实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终于，豪瑟建

立了类似于人类 MS 的新模型，且在进一

步实验中发现，MS发病是 T 细胞和 B细胞

共同作用的结果。

罗氏资助豪瑟团队进行了三个靶向 B

细 胞 新 药 的 Ⅲ 期 临 床 试 验 ，结 果 显 示 ，

Ocrelizumab 对原发、复发和继发疾病患者

的治疗效果显著，且不会引发患者免疫反

应。该药最终成功通过了 FDA批准。

尽管新药上市令患者和医界振奋，但

豪瑟团队还在继续研究靶向 B细胞能取得

好效果的原因，以及 B 细胞与 T 细胞间如

何“合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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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巴黎3月29日电（记者李宏
策）28 日，在 英 国 即 将 启 动 脱 欧 程 序 之

际，英法两国在军事合作领域签署了新

的重要合作协议，两国决定共同开发包

括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在内的新一代战

略导弹。

远程导弹极具战略价值，新协议的签

署意味着英法两国将于 2030 年启用同型

号的远程打击导弹，因而有法国媒体将其

形容为英法两国前所未有的军事合作。

根据协议，英法两国将各投入 5000

万欧元，委任欧洲导弹集团（MBDA）开展

新一代远程导弹的前期研发工作。新一

代导弹将根据两国军队的共同需求和作

战理念，预期 3 年时间提出更新现役导弹

的设计方案。英国目前使用的鱼叉反舰

导弹由美国设计，新协议将保证未来英国

的远程导弹由欧洲导弹集团设计并在欧

洲制造。

英国国防采购部长哈里特·鲍德温在

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英法合作历史悠久，

英国坚定致力于欧洲安全，未来还将继续

积极开展欧洲防务合作。欧洲导弹集团公

司首席执行官安托万·布维耶重申，只有合

作才能长期保持欧洲军工业的竞争力，新

协议有助于欧洲在该领域保持独立的技术

主权。

在签署仪式上，两国还重申在未来空

战系统上的合作，决定将在今年内作首次

展示。

29 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正式

启动脱欧程序，在开始为期两年的英国脱

欧谈判同时，英国也发起了与欧盟构建桥

梁的努力，包括提出加强与欧洲的安全合

作，这其中与法国开展联合武器研发具有

标志性意义。

脱欧之际不忘研武

英法联合开发新一代战略导弹

科技日报联合国3月29日电（记者冯
卫东）世界卫生组织29日发起一项“全球患

者药物安全挑战”倡议，旨在未来5年内将所

有国家严重和可避免的药物相关损害减少

50%。该倡议针对卫生系统中导致药物差错

和严重伤害的问题，提出了改善药物处方、

分配和使用方式的方法，并努力提高患者对

不恰当使用药物可产生相关风险的认识。

在全球范围内，与药物差错相关的成

本损失估计每年为 420 亿美元，相当于全

球卫生总支出的近 1%。据统计，在美国，

药物差错每天至少造成一人死亡，每年使

大约 130 万人受到伤害。虽然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的药物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估

计与高收入国家相似，但在健康生活损失

年数方面受到的影响却高出两倍。许多国

家缺乏良好的数据，新倡议将会在这方面

做出努力。

世卫组织指出，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都

可能犯错误，从而导致严重的伤害。例如，

在订购、处方、分发、配药、交付方面出现差

错，或是用错药物和剂量，但所有用药差错

都是可以避免的。预防错误和由此造成的

伤害需要使系统和程序到位，以确保患者

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途径，以正确的

剂量服用正确的药物。

此次有关药物安全问题是世卫组织迄

今为止针对患者提出的第三项全球挑战。

在此之前，世卫组织已就两项全球医疗挑

战发布倡议，分别是 2005 年有关手卫生问

题的挑战，以及 2008 年就外科手术安全问

题提出的需要应对的挑战。

世卫组织倡议

全球五年内将药物差错减半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的一

篇动物学论文，介绍了令蚊子得以飞行的

独特空气动力学原理。该研究或将在未来

仿生学中得到应用。

蚊子拥有一对长而细的翅膀，相对其

尺寸而言，翅膀振动速度较快（振动频率约

为 800 赫兹），振幅小于任何其它昆虫类

群。蚊子翅膀的拍动角约为 40度，不到蜜

蜂的一半，让人不免猜测蚊子究竟是如何

实现飞行的。

位于英国哈特菲尔德的皇家兽医学院

中，研究人员理查德·邦弗瑞及其同事此次

通过分析表明，除了前缘涡产生升力之外，

蚊子还采用另外两种空气动力学特性：后缘

涡以及利用翅膀转动产生的一种升力机制。

研究人员表示，其它昆虫在下拍和

上拍的平动阶段产生主要的重量支撑，

而蚊子独特的翅膀形状和运动意味着，

它们的重量主要在每一个半次拍动结束

时翅膀转动的瞬间得到支撑。这样，反

过 来 通 过 尾 流 捕 捉 在 翅 膀 后 缘 产 生 涡

流，而尾流捕捉是一种昆虫通过重新捕

捉在前一次拍动中损失的能量而获得额

外升力的现象。

至于蚊子为何演化成采用不同于其它

昆虫常用飞行模式的情况，目前科学家仍

不清楚。但是，高频率拍翅所需的惯性动

力较大。论文作者认为，这一点或通过其

他选择性优势得到补偿。

蚊子飞行空气动力学原理很独特
3月 2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

举办的第 97届温哥华国际车展

中，人们观看展出的雷诺方程式

赛车。

第 97 届温哥华国际车展于

3月 28日正式开幕，预计会吸引

超过十万名观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发（梁森摄）

温哥华国际车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