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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聂翠
蓉）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科学家在 20 日出

版的《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10 月 19 日首个

被发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访客”，经过

甚大望远镜精确测定，是一个暗红色长杆形

多岩石小行星，其被国际天文学会命名为 1I/

2017 U1。ESO 为它另取了一个夏威夷语名

字 Oumuamua，意为“远方的信使”。

1I/2017 U1 于 10 月 19 日夜间由夏威夷

大 学 博 士 后 罗 布·维 瑞 克 用 泛 星 计 划

（Pan-STARRS）望远镜发现。随后的一周

内，全球 34台望远镜分别观测到该天体，并根

据其运行轨迹证实，该天体跟太阳系内小行

星和彗星不同，而是来自于太阳系外天琴座

方向，但当时对其是天外彗星还是天外小行

星的身份还存在异议。

因 1I/2017 U1 已经飞过近日点并在快

速远离太阳系飞往星际空间，ESO 甚大望

远镜项目组立即行动，开始对其轨道、亮度

和颜色进行了比其他望远镜团队更精确地

测量。他们分析甚大望远镜上仪器捕捉的

图像后发现，1I/2017 U1 在周期 7.3 小时的

自转中，亮度发生着剧烈变化，意味着其长

度是宽度的 10 倍，这种长宽比远远超过太

阳 系 内 任 意 一 个 小 行 星 或 彗 星 。 且 其 颜

色与太阳系最外层星体一样呈暗红色，周

围没有丝毫尘埃痕迹，这些特性综合证明

1I/2017 U1 是 一 个 稠 密 的 、由 岩 石 或 高 浓

度金属组成的系外小行星，其不含水或冰，

表面被宇宙射线照射数百万年后呈现暗红

色。

甚大望远镜团队表示，他们还会继续对

1I/2017 U1 进行观测，希望能确定其来自哪

个星系、将飞向哪里。“现在首个星际小行星

已经得到证实，我们应做好准备，未来迎接更

多这类星体。”

首个确认“星际访客”完成初步“体检”
暗红色 长杆形 由岩石或高浓度金属组成

据英国《自然》杂志官网近日报道，印度

的二次探月任务——“月船 2 号（Chandray-

aan-2)”轨道器、着陆器及月球车将于明年 3

月发射升空，主要目的是追踪月尘的“一举一

动”，通过这层笼罩在月球上的“神秘面纱”，

更好地了解其表面环境的演变历程，为人类

在月球建立根据地提供参考。

初师憾未捷 十年重出发

主导这一探月任务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目前正紧锣密鼓地为发射做准备，对

相关设备和技术进行测试。在位于班加罗尔

的 ISRO 总部附近的一个大棚里，一辆 6 轮月

球车正在深灰色的瓦砾（模拟月球的表面岩

石）上蹒跚前行。ISRO 还会将“月船 2 号”的

所有零件组合起来，对整套系统进行最后也

是最复杂的测试。这些测试都对明年 3 月的

发射至关重要。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月船2号”发射升空

的时间，距“月船1号”上天的时间将近10年。

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 1 号”于 2008

年 10月 22日顺利升空，本来计划工作两年时

间，但在绕月飞行 3400 圈后便于 2009 年失

联。尽管“月船 1号”出师未捷，但其上的一台

设备仍到达了月球表面，收集到的数据足以

让科学家证实月球有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失去无线电联

系 8 年后，今年 3 月中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在月球上空 200

公里处发现了这个航天器，它正在绕月飞行。

ISRO“月船 2 号”项目负责人米尔斯瓦

米·安纳杜拉说：“从逻辑上来说，‘月船 2 号’

是‘月船 1 号’任务的延伸和拓展。”安纳杜拉

也是 ISRO卫星中心负责人。

“月船 2 号”航天器包含一台围绕月球旋

转的轨道器、一台着陆器（着陆地点迄今未

明，可能位于月球南极附近）以及一辆漫游

车。它将尝试更激进的技术策略，测试印度

的太空技术，比如首次对飞行器的着陆进行

控制。ISRO 为此研发出了先进的系统，能引

导着陆器触地并调遣漫游车。

浮尘遮望眼“月船”欲解密

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都制定了本国

的探月计划。与这些国家一样，印度探月任

务的初衷也包括进一步加深对月球环境的理

解。目前多国政府和私人机构都打算在月球

建立人类根据地，但在此之前，月球仍有很多

秘密需要我们去解开，比如漂浮的月尘。

月球没有类似地球这样的大气层，因而

月球表面饱受太阳风和紫外线辐射的折磨，

由此制造出了一层带电粒子——等离子壳

层，灰尘粒子可漂浮在其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行星科学家彭尼·金

表示，如果人类殖民月球，这些“恼人”的月尘

将带来很多问题。它们会钻进所有东西里

面，从宇航员的服装到机器、设备等等，并造

成不小的破坏，因此“理解月尘如何四处漂浮

至关重要”。

ISRO 表示，“月船 2 号”轨道器和着陆器

将携带设备，测量月球表面等离子体的密度

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收集数据，帮助科

学家更全面地了解月球现有环境以及月球环

境的演变历程。届时，“月船 2号”着陆器将在

月球极地附近完成首个现场热测量任务。

安纳杜拉称，这一任务“有望进一步巩固

‘月船 1号’任务的发现，并提供更多关于月球

表面和电离层的现场分析数据”。

预算不过亿 发射成本低

印度太空发射一直以成本低廉著称，此

次也不例外。ISRO 计划以极少的钱来完成

这一任务——预算约为 9300 万美元，包括火

箭和发射成本。“月船 2号”将由该机构的三级

火箭——第 2 代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送入

太空，火箭将从位于孟加拉湾斯里赫里戈达

的一个发射场起飞。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体生物学家查尔

斯·莱恩威弗说：“印度太空项目的一个亮点

是，他们花钱较少。”

今年 2 月 15 日，印度航天部门用一枚火

箭成功将 104 颗卫星送入太空。美国广播公

司（ABC）在当天的报道中，对印度的火箭发

射成本进行了分析。报道称，尽管按照行业

标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成本较

为便宜，但印度航天局的价格简直堪称低

廉。印度当日使用的火箭的成本，是“猎鹰 9”

号火箭的三分之一。此外，ISRO 收取企业的

费用是其他航天机构所收取费用的 60%左

右。究其根源，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印度发

射卫星成本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印度的太空

工程师月薪 1000 美元，与美国或欧洲的同行

相比差距极大。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揭 开 月 球 的“ 面 纱 ”
——印度即将二次探月追踪月尘

本报记者 刘 霞

印度的“月船2号”探月飞船将于明年3月发射升空。 图片来自网络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0日发表的一项行

星科学研究称，欧洲科学家集合“卡西尼”号

探测器 13 年的观测数据，终于揭示土星最大

的卫星——土卫六“泰坦”（Titan）上“凛冬”的

成因。该现象此前一直未得到解释，但“卡西

尼”号任务的观测揭示了其大气的运动机制。

土卫六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在太阳系内，

只有土卫六拥有原理与地球水循环相似的

“甲烷循环”，其也位列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孕

育生命的星体榜单前 5 名。天文学家视“泰

坦”为最接近地球环境的卫星，对其探索将有

助人类揭开自身诞生之谜。

科学家此前发现，极地热点的形成是一

种季节性现象，会发生在春分后土卫六的高

层大气中。然而，在 2012年，土卫六南极热点

突然降温，导致一个强大的冬季极地涡旋的

形成，但对土卫六气候进行精准模拟的模型

却并未预测到该事件。

鉴于此，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人员尼古

拉斯·提恩拜及其同事，集合了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现已退役的“卡西尼”号土星探

测器任务在过去13年里采集的信息，详细调查

了土卫六大气中南极漩涡的形成和演化。他

们发现，热点产生的痕量气体有强大的降温效

应，气体的积聚导致热点从2011年的高温状态

转变为2012年到2015年的“冷点”。

研究表明，一个极地热点温度骤降，正是

因为大气中痕量气体的增加。这些大气高层

中具有制冷效应的痕量气体的产生以及由此

形成极地漩涡的现象，也只存在于土卫六。

“卡西尼”号虽已燃烧殆尽，但该任务搜

集的所有数据仍有巨大的分析价值。研究人

员称，对土卫六来说，尽管“凛冬”已至，但

2016 年到 2017 年“卡西尼”号进入土星大气

层前的最后观测表明，热点将重现该星球。

13年观测数据描绘“泰坦”大气运动

土 卫 六“ 凛 冬 ”成 因 探 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前局长

查尔斯·伯尔登日前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称：

如果美国决定与中国合作，人类能够更快

和更高效地登陆火星。

此言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官方的

意图，尚不可知。然而这位前宇航员所提

出的问题却值得玩味：假如美国人真的递

出了一起去火星的橄榄枝，我们接不接？

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目前美国航

天是怎样一个状态。

为了扭转“虚”火旺盛的萎靡经济，特

朗普使出了洪荒之力，哪个行业能够快速、

规模化地充实、提振经济，哪个就是“美国

优先”中的优先。是以传统行业“受宠”，投

资周期长、需要持续烧钱的行业则落寞。

航天事业一度也被认为前景悲惨，但

事实证明，它是特朗普看重的幸运儿之一，

NASA 预算不降反升，此间重视与青睐可

见一斑。

但特朗普在意的，其实是航天工业对

国民经济的巨大带动效应。作为具有先导

作用的部门之一，航天工业是现代科技前

沿成果的集中试炼地，打开了它们走向民

用及实现更广泛价值的大门。

最著名的案例，非“阿波罗”计划莫

属。这个计划的制定由政治因素而起，其

意义却远远超出政治之外，在经济、科技、

文化、社会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极

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

从某种角度说，上世纪 70年代到 80年

代支撑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技术，主要来

自其对月球探测技术的消化、优化和二次

开发。今天美国航天工业、国防工业和许

多民用工业的关键，很大部分都来自“阿波

罗”计划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技术，乃至其衍

生的技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过

程中，航天无疑是最大的一块基石。

航天事业之益，中国同样有着深切体

会。从两弹一星到天宫、嫦娥，再到北斗系

统，我们不仅收获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

更为国民经济锻造了硬实的脊梁与骨架。

今天，随着国家实力整体层次不断跃升，航

天工业的前景只会愈加广阔。

大国交往，略小节而望大势。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之一，是产业特性与当

前需求的互补。与世界第一航天强国共游

太空，我们有意愿，有益处——美国航天尤

其是深空探测领域的丰富经验与先进技术，

独步天下；也有基础，有筹码——我们在器

具制造、运载发射、空间站建设上的投入与

决心，早已令世界刮目相看。如果是在公平

互利的前提下，在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与

人民福祉的原则上，共赴火星，何乐不为？

你我或许还会想起当年“伽利略”计划的

不快。然大国崛起，重在发展的质量，也重在上

下的心态。半个世纪的封杀、排斥甚至戏弄，教

会了我们“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游戏规则，也逼

出了中国航天一个个自力更生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它练就了我们的镇定与

自信，让中国在面对重返世界舞台前列之

后纷至沓来的这些真诚与伪善交杂的邀约

时，不会有丝毫的迷失与膨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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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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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科技日报纽约11月20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最新一期美国化学学会期刊《ACS

纳米》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

热调节织物，其凉爽效果要比棉织品高出

55%。这种材料可由 3D 打印制造，为调节

体温提供了一种更为简便、低成本的方式，

降低了暑天使用空调的需求。

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分校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副教授胡良兵表示，新研究首次

展示了高导热性织物可由 3D打印而成，且

具有优良的机械强度和大大增强的热导

率，其可显著降低体感温度，特别适合于办

公环境的节能需要。

新织物由包含氮化硼和聚乙烯醇的纳

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研究人员利用 3D

打印制造出高度对齐、均匀、高密度排列的

纳米纤维，并展示了利用这些纳米纤维制

成的衣物表现出很强的凉爽效果及良好的

机械强度。

新织物的一个关键特性是高导热性，

其允许身体热量通过织物传递到周围环境

中。而最常规的棉纤维具有较低的热导

率，其捕获的更多体热会留在衣物内。研

究人员在模拟试验中发现，新纳米纤维织

物的热导率是棉织物的两倍多，比不含氮

化硼的聚乙烯醇织物也要高出 1.5倍。

新织物凉爽效果比棉织品高 55%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刘
霞）英国政府 20 日宣布，将于下一个十年

大幅提高公共研发预算，到 2027 年研发投

入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4%，以此

来促进经济增长并确保英国在科技领域的

领先地位。

2016 年 11 月 21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表示，政府将在 2020 年前每年额外投入

20 亿英镑用于科研开发，以便脱欧后的英

国在科技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伦 敦 智 库 科 学 与 工 程 运 动（CASE）

表示，政府的最新表态有助于达成既定

目标——不断增加研发领域的公共和私人

投入，以便更好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抗

衡。最新数据表明，2015 年，英国的研发

支出占 GDP 的 1.7%；相较而言，德国和美

国的这一占比分别为 2.9%和 2.8%。

达成上述目标需要私人投资增加，因

此，有人好奇，2020 年前英国是否主要依

靠私人投资来增加科研预算经费。但据

《泰晤士报》报道称，特蕾莎·梅证实，政府

计划逐年增加公共研发经费。

最新的预算举措也是英国政府“工业

战略”的一部分。“工业战略”包括一系列旨

在提升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其细节

将于今年 11 月公布。该战略也将制定一

些举措，促进英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清

洁能源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英政府宣布提高公共研发资金预算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20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日发布最新报

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

位近年来稳步提升，中国企业正逐步跻身

于高技术附加值的上游生产商之列。

这份报告名为《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

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通过对

咖啡、太阳能电池板及智能手机这 3 个行

业的案例分析，揭示出全球销售的制成品

中，近三分之一的价值源于品牌、设计及技

术等“无形资本”。

报告研究重点放在东亚、北美及欧洲

这 3 个供应链关系最紧密的区域，这些区

域内的生产模式基本类似，都是高收入的

“总部”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的“工厂”经济体

出口高技术附加值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由

后者完成装配后再出口。

日本、美国、德国长期以来都是“总部”

经济体中的领头羊，但这种垂直生产网络

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表现在中国

提供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稳步增

加，中国企业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靠拢。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稳步提升

“第八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近日在伦敦举办，期间也举行了未来无
线技术新产品展。

图① 由4.5G技术遥控飞行的中国亿航184无人机。
图②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科研人员正在演示5G技术远程驾驶。使

用这种技术，可安全操控50公里外停车场内轿车的正常运行。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摄

体验未来无线技术新产品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