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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尽快立项，我国的太阳立体探测

系统真正建成可能要到2035年。”在几天前的香

山科学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嫦娥五号探测

器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孟

飞提出一个大胆设想——立体探测太阳！

如果想对太阳进行全方位探测，还需要

部署立体探测体系。“在空间探测太阳方面，

中国还没有成体系的项目立项。”杨孟飞说，

但正是由于起步较晚，更应该勇于迎接挑战，

抓住后发优势带来的机遇。

全方位立体探测太
阳，亘古未有！

人类发射空间探测器探测太阳已有 60多

年，随着航天技术和载荷的发展，各国的太阳

探测已经从日地连线为主的探测升级为太阳

抵近或双视角等多种探测方式。通俗点理解

就好比逐步实现了给太阳“拍”近景、用双镜

头“拍”太阳等目标。

但要实施对太阳的全方位立体探测，迄

今未有。

何为立体？根据立体探测系统方案，我

国将在黄道面和极轨的 5 个点上分别部署探

测器，对太阳实现“环抱”观测。尤其是极区

探测器，需要 5年的时间才能飞行到位。啥概

念？就是在地球和月亮之间跑上 180 多个来

回。这给航天器控制、数据传输等方面都带

来极大的挑战。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非要进行立体探

测？杨孟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要引领人类

刷新对太阳的新认识、做出重大的原始创新

成果、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就要有一个全新

的探测方式。中国有自己的体制机制优势，

能够凝心聚力办大事。

中国已具备超远飞行
的技术实力

深空的超远飞行是航天科技实力的巅

峰：不仅要征服超远距离、复杂温变环境、太

阳风暴……还要从容应对数亿公里漫长旅程

中随时出现的危机。

勇于攀登、敢于超越、抢占科技制高点，

对太阳进行立体探测是中国航天人以航天精

神为指引，再一次凭借实力与底气定下的新

目标。

根据设想，我国将在 2035年前后，通过两

次发射任务（分别为一箭三星、一箭两星），构

建起环绕黄道面（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

面）、太阳极区的全方位立体探测体系，实现

对太阳全球和日地空间的立体探测。在设想

提出前，团队对现有技术实力、实现路径、具

体方案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以一箭三星为例，通过分析对比运载直

接入轨、天体借力入轨的不同，目前确定了借

助天体引力改变轨道方向和轨道能量的方

案。飞行将分为 3阶段，运载火箭完成第一段

路程，后两段路程通过借力飞行和深空机动

完成。

“通过探月工程和‘天问一号’的实施，我

们有很好的技术基础。”杨孟飞表示，中国科研

人员已掌握了让飞行器借力飞行的全新方法。

据介绍，5 个飞行器需要飞行 2 年至 5 年

不等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现已掌握的全新

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大大缩减了此前方案的

飞行时间。 （下转第二版）

中国科研团队提出大胆设想——

全 方 位 立 体 探 测 太 阳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陆
成宽）18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获悉，来自该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

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常见的围栏工程

尽管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濒危物种，但也阻

隔了动物迁徙和基因交流，阻碍了全球生

物多样性目标实现。研究人员建议，对计

划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围栏做出科学评估，

并采取预防、调整措施降低潜在风险。相

关研究成果以快报的形式在线发表于《科

学》杂志。

围栏的建造往往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目

的，而不考虑其对生态过程、景观和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围栏功能属性日益多样化，

一些围栏的建设用于禁牧和退化草地恢

复，例如澳洲的“野狗围栏”和我国的退牧

还草工程；还有一些围栏可作为国境边界

线，防止迁移进入和疾病扩散。“尽管围栏

能够有效保护濒危物种，有利于保护生态

脆弱地区，但是围栏也导致了生境进一步

破碎化，阻隔了动物迁徙和基因交流，成为

伤害野生动物的无形陷阱。”论文第一兼通

讯作者、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孙建说。

研究发现，围栏阻隔和破坏动物的迁

徙路线，比如，在南非，围栏严重威胁有蹄

类动物、角马等迁徙类动物的数量。生境

破碎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放大，进一步

加剧了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的恶化。在博茨瓦纳，围栏阻止大象自由

活动，甚至导致大象被迫饮用富含蓝藻毒

素的池塘水后大量死亡。这主要是因为气

候变暖导致池塘水里蓝藻细菌的大量繁

殖，蓝藻毒素毒性增强。“可见，为保护某些

特定物种开展的围栏措施，却对其他物种

产生严重的阻隔和伤害，进而威胁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孙建强调。

生物多样性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粮

食安全、栖息地保障、遏制病毒蔓延和传播

至关重要。遏制并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是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十五——陆地生物的基石。

“因此，重新审视和评估遍布世界各地的

围栏工程迫在眉睫，并采取预防调整措施，以

降低其潜在风险。”孙建建议，鼓励重新开放跨

国界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并依具体情况对

计划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围栏做出必要的科学

评估。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临时性围栏或

可以穿透围栏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所

有类型围栏的建设都需要也应该把其对生物

多样性的长期影响作为先决条件。

研究发现：围栏阻碍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记者近日从

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该校环境学院郭婉茜

教授团队首次系统探究了应对抗生素潜在

胁迫，厌氧污泥微生物生理功能和群落变化

对于抗性基因迁移转化的影响，提出了厌氧

污泥混合体系中微生物对抗性基因发展和

调控的机理，为今后抗生素抗性基因扩散控

制提供了有益思路，为解决抗生素带来的环

境风险提供了新方案。该成果以《抗生素暴

露条件下抗生素耐药基因转移的解读：功能

模块和细菌群落驱动》为题，于 9月 17日发表

在环境领域期刊《水研究》上。

据郭婉茜教授介绍，抗生素残留进入生

态环境可能引发产生抗性基因等生态风险，

备受国际关注。抗性基因作为一种新兴污

染物，具有易产生、难去除特点，可能会产生

抗性细菌，导致感染者死亡。而活性污泥作

为环境中抗性基因主要“源”和“汇”，与人类

生活密切相关，具有较大生态风险性。因

此，阐明活性污泥系统中抗生素转移机制，

对 未 来 抗 性 基 因 传 播 阻 断 等 具 有 重 要 意

义。而目前，污泥系统中抗性基因转移内在

机制争议犹存，尚未被完全理解。

该团队依托哈工大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科研攻关，构建了厌氧

活性污泥生物反应器，利用宏基因组生物测

序技术，分析了生理功能编码基因的丰度变

化，揭示了抗生素暴露条件下微生物相关功

能、可移动遗传因子和抗性基因之间关系，进

一步探究细菌群落转变和潜在宿主菌。

该研究表明抗生素暴露改变了细菌群

落，触发氧化应激反应、细胞信号转导系统

和Ⅳ型分泌系统等模块，促进可移动遗传因

子和基因转移潜力，上述这些变化共同驱动

活性污泥中抗性基因丰度增加。这种现象

在难降解抗生素暴露下表现更为明显。

抗生素污染环境怎么办？我学者提出解决方案

10 月 18 日，国新办就 2021 年前三季

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付凌晖介绍，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 82313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比上半

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 0.1个百分点。

不仅是农业生产形势较好、服务业稳

步恢复、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较

快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

业形势基本稳定、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生产持续增长，企业

效益稳步提升。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

6.4%。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两年平均增长5.0%；环比增长0.05%。

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

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快速增长。前三

季 度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

397827 亿元，同比增长 7.3%，两年平均增

长 3.8%；9月份环比增长 0.17%。高技术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8.7%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3.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5.4%、6.6%。高技术

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0.8%、38.5%；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

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 43.8%、23.7%。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 10.5%，其中，卫生投

资、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1.4%、10.4%。

那么，如何看待三季度经济运行的总

体状况？对此，付凌晖回应道，今年上半

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进入

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全球疫

情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国内部分地

区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冲击，经济转型调

整压力有所显现。

“面对复杂局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国民经济

保持恢复态势。”付凌晖解释说，不仅是主要

宏观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恢复态势持

续，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展质量效益提升。

此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付凌晖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持续显现，发展韧性强、潜力大、回旋

空间广阔的特点明显。但也要看到，国际

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

复仍不稳固、不均衡，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挑

战增多。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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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

扬生态文明理念，持续推进强军兴军事业汇聚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奋斗力量，中央宣传部以

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张连印同志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张连印，男，汉族，山西左云人，1945年1月

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他

1964年入伍，在党的培养下，经过部队的淬炼，

从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

级干部。在4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铁心跟党走，

一心谋打赢，把全部青春献给了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事业。2003年退休后，他毅然回到家乡，绿

化荒山、防风治沙，改善生态、造福村民，即使身

患癌症，依然奋斗不止，18年来，带领团队共植

树1.8万余亩、200多万株，为左云县环境改善和

京津风沙源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图名不

图利，为了造林倾尽积蓄，将生态建设成果全部

无偿交给集体；他建设党性教育基地，面向干部

群众和青少年开展党史教育，身体力行弘扬党

的优良作风，宣讲党的光辉历史，受到当地群众

高度赞誉，被誉为“新时代的甘祖昌”“穿军装的

杨善洲”。先后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

个人”“全军先进退休干部”。

张连印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和部队官兵普遍认为，张连印同志是初

心使命的真挚坚守者、“两山论”的生动实践

者、革命传统的模范传承者，是心系人民、造

福家乡的“绿化将军”；很多老同志认为，张连

印同志老骥伏枥、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绿化

祖国，是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生动

践行者，是广大老年人学习践行的榜样。大

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学习英

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从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为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创造无愧于

历史和人民的光辉业绩。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

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张连印同志“时代楷模”

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

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张连印同志颁发

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自然资源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和河北省委、山西省委有关

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和青

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中宣部授予张连印“时代楷模”称号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10月 18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月 8日至 11日在北

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

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

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

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

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

内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题

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

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忠实践

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

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

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赶上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中，以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

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宝贵

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

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我国国际

地位日益巩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

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北 京 冬 奥 会 火 种 在 希 腊 成 功 点 燃

10月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图① 扮演最
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在火种采集仪式上从火种罐引燃火炬。图② 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将象征和平和荣耀的橄榄枝传递给第一棒火炬手——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扬尼斯·安东尼
乌。图③ 第二名火炬手——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军手持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在火种采集成功后传递。图④ 扮演女祭司的演员在火种采集仪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10月 18日，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第一阶段会议
举办场馆——昆明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主
会场）、5号馆（云南特色
展馆）、南序厅免费对公
众开放，开放日期将持续
至11月7日。
新华社发（梁志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