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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每日太空网”24日消息称，美国科学家

团队正在研发一种全新的显微镜技术，并将

利用它来确定外星生命是否真的存在。该设

备是一种数字全息显微镜，可有效地对外太

阳系微生物进行采样和识别。

尽管科学界一直对如何最有效地继续搜

索外星生命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如果是在一

颗星球上，那么寻找水是首先要做的，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一直贯彻这一原则。

但当找到水冰甚至水源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

是如何确定其中的成分。以太阳系的土卫二

（Enceladus）为例，该星球存在大量间歇泉和水

蒸气喷发现象，但即使其中确实存在某种生命

形式，地球上的科学家也很难从 7.9 亿英里

（12.7亿公里）远的地方确定这些微生物。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此次通过研发数字全

息显微镜，提供了一种全新观测方法，即不是

使用镜头来聚焦目标，而是使用激光显示微

观颗粒的 3D 运动。研究人员将通过分析该

运动，确定目标对象是否是生物体或是非生

物体。研究人员表示，目前提供的证据表明，

使用激光记录 3D 图像的数字全息显微镜技

术，可能是人类发现太空微生物的最佳选择。

团队成员希望能利用这款设备深入研究土

卫二。就在今年4月14日，NASA召开发布会宣

布土卫二上已具备生命所需的所有元素，而情况

相似的木卫二同样有发现生命的潜在可能。

科学家下一步将继续对该装置进行测

试。而近期其他机构也在加紧寻找外星生命

的步伐。一周前，著名的“搜寻地外文明”项

目（SETI）宣布将会在全球各地建造观测台并

启用激光持续搜寻整个天空。

我们寻找外星微生物，很自然的思路是

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一看，但美国科学家的

新点子却很妙：在远处看看它到底像不像活

的。其实猎人的眼睛和大脑就是这么判断

的，我们却出于惯性思维忽略了这条最自然

的路径。当然，或许也可能出现像是活蹦乱

跳的东西，捕来一看却不是生物，但那也将是

科学上的有趣发现。

美研发数字全息显微镜搜寻外星生命
可有效对外太阳系微生物进行采样识别

NASA的“卡西尼—惠更斯”号飞船证明土
卫二会喷发水冰和蒸汽。 图片来源：NASA

新华社北京7月 2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7月 24日下午就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重塑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进行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役，军队要全力以赴，全党

全国要大力支持，坚持军地一盘棋，齐心协力

完成跨军地改革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防

和军队改革，把军政军民团结的政治优势转

化为助推改革强军的巨大力量。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专家咨询组副组长蔡红硕同志就这个问题进

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

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

出，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了，我们特地安排一个关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题目。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第三次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题了。

去年 7 月，我们围绕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了解“脖子以上”改革情况。这次集体学习安

排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内容，目

的是了解“脖子以下”改革情况，了解改革后

我军力量体系新面貌，研究进一步把国防和

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强调，强军是强国的一个重要战

略支撑，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领导我军

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朝着实现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

我们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

革大盘子，作为强军兴军的关键一招。5 年

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刀阔斧、蹄疾步稳，在

主要领域迈出历史性步伐、实现历史性突破、

取得历史性成果。这场重塑重构使我军体制

和结构焕然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

貌焕然一新，为强军事业增添了强大动力，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习近平指出，优化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发展的结构性矛

盾，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我

们要聚焦改革目标，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深入落实改革总体设计，一鼓作气把改革推

向前进。调整之后，我军规模更加精干，结构

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

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

型的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

制胜模式，迈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一大步，以

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

在形成。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发展

最近，中国航天在太空中上演了一部

“拯救大兵”大片，原本受关注度并不高的

“中星 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竟成为主角，

受到全球瞩目。

6 月 19 日凌晨，“中星 9A”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

空，因火箭出现异常，远离预定轨道，几乎

陷入绝境。然而经过航天人 16 天全力抢

救，最终让它绝处逢生。

近日，记者来到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听亲历者讲述了这次太空营救的幕后

故事。

“希望渺茫”，故障出现时，西安控制中

心测控技术部副总工程师杨永安脑海中闪

现出这个词。

负责轨道控制的工程师孙守明介绍，

“中星 9A”的预定初始轨道远地点高度为

41991 公里，而实际入轨后远地点高度只

有 16420公里，误差超过 2.5万公里。

有时候，没有入轨并不代表任务失

败。孙守明说，地面可以控制卫星用自

身 推 进 器 实 施 变 轨 ，抬 高 轨 道 实 现“ 自

救”。此前，该中心有多次成功处置太空

险情的经验，曾使十余颗重大故障卫星

“起死回生”。

然而这次入轨偏差如此之大，在国际

同步卫星发射历史上极为罕见，形势相当

严峻。

“对于高轨卫星来说，如果初始轨道

的远地点在 2 万公里以下，通常就没救

了。”杨永安说。一时间，大家心里都没了

底。不过他们清楚，卫星轨道还会下降，

当务之急是迅速判断卫星是否有救，制定

并实施抢救措施。

中心与卫星研制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五院密切配合，对卫星工作状态进行

了测试。杨永安说，首先要看星敏感器，如

果它不能工作，变轨动作就无法实施。该

设备的正常工作高度是21000公里，这也是

通常把卫星抢救“门槛”定为 2万公里左右

的原因。经测试，“中星 9A”星敏感器的设

计余量较大，在14000公里高度就能运行。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完成了星载陀

螺仪检测、太阳翼展开等工作。当“卫星

工 况 正 常 ”口 令 响 起 时 ，大 家 稍 稍 放 心

了一些：能救。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救。选择最省燃

料的变轨策略是重中之重。如果卫星燃料

消耗过多，就算进入定点位置，也会很快成

为一颗“死星”。“不仅要把卫星送回去，还

要尽量让它‘活’得更久。”杨永安说。

按照常规轨道策略，首先要将卫星近

地点轨道高度升至 5000 公里，但这将直接

导致卫星燃料耗尽。杨永安说，工作人员

将原有方案推倒，分析了 7种应急策略，分

别是先将近地点高度升到 200公里、500公

里、1000 公里等。一方面，抬得越高，卫星

燃料消耗越多，3000 公里是极限；另一方

面，卫星变轨要满足至少 25分钟的测控条

件，弧段太低在时间上不允许。综合考虑

后，工作人员选择了实施条件极为苛刻，但

能尽量节省燃料的 1000公里方案。

第一次变轨很快完成，误差只有几十

米，这为后续动作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经讨论，大家决定共实施 5次近地点变轨，

将远地点抬高到 36000公里，再通过 5次远

地点变轨，将近地点抬高到 36000 公里，最

后完成卫星定点捕获。

这样的变轨在我国前所未有。鉴于卫

星所处的特殊轨道，西安测控中心紧急启

用了相关陆基测控站，调用了远望五号、六

号、七号测量船，在数小时内完成了信息连

通和状态设置，为抢救工作提供了测控通

信保障。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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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5日电 （记者谢
宏）记者 25 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贵

州六盘水地区实施的杨煤参 1井获得高产

稳产工业气流，连续 50天稳产在每天 3600

立方米以上，最高日产气量达 4656 立方

米，创下西南地区煤层气直井单井日产量

新高和稳产日产气量新高，实现了我国煤

系气（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综合调

查的重大突破。

据统计，该井现已累计产气 26.92万立

方米，其所在的杨梅树向斜煤系气地质资

源丰度达每平方千米 4.79 亿立方米，煤系

气资源量达 366 亿立方米，比单纯的煤层

气提高了 6倍。

煤层气是优质清洁能源和化工原料。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但其产业化发展受

到基础研究薄弱、平均单井产量低、生产周

期短、投资效益低等问题的制约。中国地

调局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从单一以“煤

层”为目标层拓展为煤系中的“煤层、炭质

泥岩、致密砂岩”多个目标层，对整个煤系

中的煤系气进行综合调查评价，大幅拓展

了传统“煤层气”的烃源岩和储集层厚度，

揭示了煤系气的巨大资源潜力。在实践

中，工作人员通过完善钻井和压裂改造工

艺，采用动液面、井底流压、套压等一体化

的精细压差控制排采技术，确保了单井持

续稳定的生产能力。

经鉴定，该成果对西南地区煤系气综

合勘查开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下一

步，中国地调局将进一步总结完善和推广

煤系气勘查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加

快推进贵州六盘水、黑龙江鸡西等地区煤

系气勘查示范工程建设，引领煤系气勘查

开发，助推煤炭企业转型发展，支撑国家煤

层气“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

杨煤参1井获高产稳产工业气流
创西南地区煤层气直井稳产日产气量新高

科技日报合肥 7月 25日电 （记者吴长
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在

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白天远距离（53公里）自由

空间量子密钥分发，通过地基实验在信道损耗

和噪声水平方面验证了未来构建基于量子星

座的星地、星间量子通信网络的可行性。相关

成果7月24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光子学》上。

基于卫星平台的量子通信是构建覆盖全

球量子通信网络最为可行的手段，“墨子号”目

前已经在国际上成功实现了首次星地量子通

信。然而由于阳光噪声的影响，“墨子号”卫星

只能在夜晚工作，单颗该类低轨道卫星至少需

要三天才能完成全球范围内地面站点的覆盖。

为了提高通信覆盖率，一种可行的解决途

径是构建由多颗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建立覆

盖全球的实时量子通信网络。为了构建量子

星座，需要突破以下两个技术难题：一是通信

距离较远导致的链路损耗较大，星座通信链路

损耗典型值大于 40—45 分贝；二是随着卫星

轨道的升高，卫星被太阳光照射的概率增大。

为抑制白天阳光背景噪声，潘建伟团队从

三个方面发展关键技术：阳光背景噪声主要包

括太阳光直射部分和经大气分子散射部分，太

阳光谱中 1550 纳米波段光子成分较低，大气

散射对该波段散射也较小，利用这个特点采用

1550纳米波段光子开展实验，优化光学系统，

将噪声降低超过一个数量级；发展频率上转换

单光子探测技术，在保持单光子高效探测的同

时，实现了光谱维度的窄带滤波，降低噪声约

两个数量级；发展自由空间光束单模光纤耦合

技术，实现了高效耦合和空间维度的窄视场滤

波，降低噪声约两个数量级。

研究小组在青海湖相距 53 公里的两点

间完成了白天阳光背景下的量子密钥分发实

验，实验结果验证了太阳光背景下开展星地、

星间量子密钥分发的可行性。

“墨子号”首次实现白天远距离量子密钥分发

据新华社“科学”号7月25日电（记者张
旭东）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

搭载的“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 25日从南海

一冷泉区带回大量生物样品，包括 100多只潜

铠虾、贻贝和阿尔文虾等生物样品，并拍摄了

大量海底高清视频资料。

“发现”号于 24 日 19 时左右被布放到水

中，25 日 7 时左右被回收到甲板上，水下工作

时间约 12 小时，水深超过 1000 米。在生物采

样桶内，记者看到有白色的潜铠虾、棕色的贻

贝和少量的阿尔文虾，其中不少潜铠虾和阿

尔文虾还在水中活动。

“科学”号正在南海执行中国科学院战

略性先导专项“热带西太平洋关键区域海

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2017 年南海综合考

察航次，航次首席科学家孙松说：“这些冷

泉生物从 1000 多米的海底到船上还活着，

一方面是采集了原位海水，另一方面是‘发

现’号慢慢将它们从海底带上来，这些动物

有了一个适应压力和温度等环境因素变化

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维

说，冷泉区生物和常见的近海生物有很大区

别，它们生活在海底，没有光，所以眼睛都退

化了。同时，它们身上或者体内都附着了很

多微生物，它们就依靠食用这些微生物而生

存，而这些微生物是依靠甲烷等化能而生存。

当日凌晨 5 时 30 分左右，科考队员将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深海

着陆器布放到这一冷泉区，用于长期观察冷

泉区生物的习性和变化，这一着陆器将在海

底持续工作 3个月。

“发现”号在南海采集到大量冷泉生物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看到科技日报记

者参加精准扶贫驻村调研后于6月刊发的一篇

提到用科技力量解决川南贫困山村取暖问题

的报道，民营企业江苏科暖便积极通过驻村

记者与四川资中县高楼镇雨台村取得联系。

7月 21日，该企业为当地留守儿童及贫困户捐

赠了一批石墨烯材料电采暖产品，以实际行动

助力我国西南贫困山村的精准扶贫。

石墨烯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具有超薄、

超轻、超高强度等特性以及优异的室温导热

和透光性，结构稳定，应用非常广泛。

在 6月 18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播出

的“精准扶贫驻村调研一月间”节目中，科技

日报驻村记者讲述了对四川资中县高楼镇雨

台村留守儿童的采访经历。看到这一幕的科

暖特别为雨台村孩子们捐赠了一组石墨烯材

料电发热墙画。

在捐赠仪式上，江苏科暖西南片区负责

人文彦表示：“捐赠石墨烯材料电采暖产品，

是公司对四川贫困山区人民的一点心意。我

们专门针对雨台村气候特点和各户情况设计

了捐赠产品的安装方案，希望能够切实让贫

困户和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四川资中县高楼镇镇长袁黎表示：“非常

感谢企业为留守儿童和贫困户赠送高科技冬

季供暖设备，不仅给予了他们身体上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暖心，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关怀。”

科技日报扶贫报道引江苏企业献爱心

为丰富暑期生活，北京的中国园林博物
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国
各地多个省市的小营员们在这里体验传统插
花、学习品茗之礼，感受古代文人雅士“必
备”的园居生活要素。经过了一天的园林文
化体验之后，小营员们不仅加深了对山水文
化的认识，更是对传统山水中的园居生活充
满了热爱。

图 为 25 日 在 博 物 馆 学 习 插 花 的 孩
子 们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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