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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传声

地震、海啸、核泄漏……在灾害频发的现状下，

不少科学家都在探寻着与地球生存环境相近，适合

人类居住的星球。最近，美国天文学家借助天文望

远镜，又发现了 5 颗类地行星，其中 3 颗可能适合生

命居住。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近日也表示人类

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途径是尽快向外太空移民。

在雄心勃勃的私营公司的引领下，一个向地球

外移民，并且适应全新世界的新时代初露曙光。来

自贝宝公司的亿万富翁埃伦·马斯科已经宣布以火

星为目标；极地探险家斯耶格伦夫妇也在设计去往

火星的个人探险；而欧洲一个由私人资助的“火星一

号”项目也希望在 2023 年前在火星上建立人类殖民

地。太空移民的时代是否就要到来了呢？带着这个

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移居太空，设想还是幻想
嘉 宾：庞之浩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编/编审

李 竞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主持人：陈 萌 本报记者

“五一”节正值凤凰古城推行“一票制”以来的首

个小长假，古城相对的清幽宁静取代了昔日的人流

如织。为了“再平衡”，凤凰县相继出台免票、优惠、

扶持农家船等一系列“补丁政策”，乃至连针对散客

的门票“松绑”也在悄然进行。出台不久的公共政策

即在舆论质疑、商户抗议和游客“用脚投票”中“补丁

摞补丁”，尴尬局面折射出的是决策的大可商榷。

到过凤凰古城的游客大都会有一种无奈的感

受：原汁原味的东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信

号混乱的商业化。在高度商业化的凤凰古城，恶性

竞争、环境污染、游客过载、基础设施落后、旅游秩序

混乱等问题交织，古城有沦为一座徒有历史文化名

城称号的“旅游商贸大集市”危险，在商业开发、文化

传承、民生保障之间寻找“再平衡”是大势所趋。但

是，凤凰古城门票新政促使游客“用脚投票”，导致游

客锐减、市场萧条等连锁反应，说明要解决过度商业

化问题，政府“大包大揽”推行政策甚至直接参与经

营似非良策。

对长期商业化积淀了大量原住户、固定与流动

商户的凤凰古城来说，所有“利益攸关方”都是古城

的有机构成，都有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景区的前途

和未来也与他们息息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有

广泛的公众参与，必须考虑“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

求解“凤凰困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其县政府单向出台“补丁”政

策，还不如问计于民，让公众参与景区公共政策的制

定。只有通过民主决策拿出科学的制度设计，才能

降低公共政策的“试错成本”。 （据新华社）

解“凤凰困局”还需广纳民意

主持人：在短期内把人类送上火星或其他类地

行星后，下一步就要在星球上建造人类基地了，那么

在建造基地时要考虑哪些问题？

庞之浩：以建造火星基地为例，建造火星基地

首先要考虑选址的问题，就像在地球上大多数人

都居住在肥沃的平原地带，沙漠地区人迹罕至一

样，由于火星沙尘暴很厉害，是地球 12 级台风强度

的好几倍，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火星基地最好

建在能够防沙尘暴、辐射或者有水的地方。应在

火星的隐蔽处修建住宅，使用有效降低辐射的材

料建造房屋。

李竞：太空环境是一个充满微重力、高真空、

宇宙高能粒子辐射、宇宙磁场等有害因素的综合

体，这些因素显然对地球上的人和生物是有害的。

因此要想移民火星或其他类地行星，就要在火星或

其他类地行星上建立一个密闭的地球环境系统，在

该系统内要有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压力等，使人类可

以自由的生存其中。

庞之浩：虽然火星基地可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

环境，但是人类始终都要从这个封闭的环境中走出

来，因此航天服就显得至关重要。由于火星引力是

地球的 1/3，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地球轨道舱外航

天服，在火星上都派不上用场。因为无论是我国

的“飞天号”舱外航天服，还是俄罗斯的“海鹰号”

舱外航天服重量都达到 120 千克，这样的航天服在

火星上穿就会过重，导致航天员无法负荷，因此要

研制出质量轻便，又能保证航天员安全的适合火星

上使用的航天服。

此外，还要尽可能的对火星上的资源进行利

用。地球离火星很远，即使研制出了先进的运输工

具，完全依靠从地球运送能源成本也将非常昂贵，因

此最好能在火星上实现就地取材，并且打造再生式

生命保障系统，让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李竞：我觉得有必要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设立空

间站作为火星基地的后勤。这个空间站的作用非常

重要，可以大量储备物资和能源以备不时之需。目

前，在太空运行的空间站共有 10 个，建设空间站的

技术我们已经掌握。

建造新家：模拟地球环境循环利用资源

主持人：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进行太空移民呢？

李竞：我认为目前太空移民还并没有那么紧迫，

而且太空移民绝非轻而易举，嫦娥住在广寒宫的惬

意和自得，只能是永远的神话，但是按照现在的科技

发展来说，未来太空移民是有可能实现的。

庞之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进行太空移

民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但是还是一个比较遥远

的事情。太空移民的必要性在于，地球上的人类

数量会越来越多，到 2050 年地球人口总数将达到

90 亿，当地球人口达到 110 亿以上的时候，地球的

土地、矿藏、水等资源都将面临非常紧张的局面，

地球将不堪重负，当人口达到 160 亿以上的时候

就要考虑实施太空移民了。另外，如果人类只局

限于生活在地球上，一场全球性的战争、疫病或者

一次小行星撞击这样的宇宙灾难，就会将人类置

于灭亡的风险中，因此可以考虑先把一部分人移

民到其他星球上去，这样一旦地球毁灭人类还可

以继续繁衍。

缘何移民：人口增长和灭绝风险是主因

主持人：如果要进行太空移民，您认为去哪个星

球比较合适？

庞之浩：就目前人类已经了解的宇宙，综合距离

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来说，应该是火星最适合太空移

民。火星相对来说距离地球较近，其实距离地球最近

的一个星球是月球，但是月球上没有大气；除月球外，

金星距离地球最近，但是金星过于浓密的大气使其大

气压强是地球的 90倍，相当于地球海洋中 1000米深

度时的压强，而且由于被厚厚的二氧化碳大气层覆

盖，金星表面温度也极高；除了这两个星球外，距离地

球最近的就是火星，而且与其他行星相比，火星的环

境与地球最为相似，火星上有四季、大气和重力。

李竞：虽然火星是目前太阳系中和地球相似度

最高的一个星球，但与地球大气不同，火星大气含氧

量非常稀薄，气体介质以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为主，

由于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 1%不能保存热量，导致其

表面温度极低，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100 摄氏度 。而

且由于火星上极低的气压，使得即便有非液态的水

存在，也会从非液态直接升华变成气态，而不可能变

成地球生命最需要的液态水。

庞之浩：正因如此，为了改造火星环境科学家已

经设想出了很多方案。例如一些科学家计划在火星

上建设化工厂、核电站，不停地制造温室气体，产生

温室效应，使火星上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温度上升到

零下几摄氏度，增加火星大气密度；一些科学家提出

在火星轨道上设置几个巨型反光镜，把太阳光反射

到火星上，提高火星表面温度；还有一些科学家提

出，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使二氧化碳逐渐变成氧气，

为了加快生成氧气的速度，要在火星上大规模种植

植物，并培育出能释放更多氧气的“超级植物”。通

过改造，我认为未来人类有可能会将火星改造成人

类第二个家园，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何去何从：火星或成移民首选星球

主持人：目前人类移民太空面临着哪些问题和

困难？

庞之浩：人们离开地球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摆

脱地心引力。只有把载人火星飞船成功送入地火转

移轨道，移民火星便离成功近了一步。因此我认为要

进行太空移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研制出大推

力的重型火箭。因为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船大约重 50

吨，所以飞得更远、载人更多的载人火星飞船会更

重。美国、俄罗斯和欧洲针对火星登陆进行的研究表

明，登陆火星任务最合适的人数应为4人或6人，这表

明需要设计一个相当大的飞船来提供4或6个人在漫

长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生存环境以及氧气、食

物、水、燃料等物资。如果大批量移民的话，飞船搭载

的人数还会更多，火箭的负重载荷就会更大。

然而即使研制出重型火箭，太空移民的道路依然

充满艰辛。乘坐普通的飞船从地球到火星往返至少

要520天，这么长的飞行时间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是心理问题。因为即使研制出重型火箭，飞船

的体积也不可能无限扩大，飞行乘组的几个人要在狭小

的飞船空间里度过500多天，必然会产生心理问题。

第二是辐射问题。众所周知，地球强大的磁场

是保护人类免遭外太空各种致命辐射的生死屏障，

因此当飞行器在地球轨道飞行时，地球磁场能够为

其屏蔽掉大量辐射，但是如果长时间在宇宙空间飞

行，远离地球，就会面临很严重的辐射问题。科学家

曾经考虑采取被动防御辐射和主动防御辐射。被动

防御辐射就是加厚飞船的舱壁，但这样做又会加重

运载负担；主动防御辐射就是通过技术在飞船周围

产生人工强磁场，使射向飞船的辐射粒子偏离，但是

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又太复杂，难以实现。所以，对于

防辐射屏蔽技术还需进一步攻关。

第三是失重问题。长期在太空飞行，人体一直

处于失重状态会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造成肌肉萎

缩、骨骼脱钙、心血管受损等。科学家曾设想通过人

造重力减轻长期失重对身体的影响，但是也由于技

术复杂、成本高昂难以实施。

面临困难：关键需要大推力重型火箭

主持人：目前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庞之浩：针对这些难题科学家已经想出了几个

解决的方法。

由于长时间的宇宙航行意味着航天员要承受更

多宇宙射线的辐射，伴随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因此

要实现太空移民最根本的方法就需要尽量缩短宇宙

解决方法：核动力火箭加小行星中转

科技日报讯 核心商业词以其高投入产

出比成为提升企业搜索引擎营销效果的关

键因素。“经过大量的客户实践和推广效果

分析，在所有的关键词推广过程中，投放核

心商业词，效果最好。”搜狗公司商业产品技

术中心总经理徐红兵说。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5.64 亿网民

正 在 为 企 业 主 提 供 一 片 广 阔 的 营 销 市

场 。 在 众 多 互 联 网 应 用 中 ，搜 索 引 擎 凭

借 80% 的 用 户 使 用 率 ，俨 然 成 为 互 联 网

第 一 营 销 入 口 ，吸 引 众 多 企 业 主 投 放 搜

索关键字广告。

核心商业词，是用户搜索过程中最常

使用、表达搜索意图最精准的关键字，徐

红 兵 认 为 ，普 通 词 也 能 够 给 企 业 带 来 流

量，但核心商业词的投入产出比较高。在

企业投放过程中，是否投放核心商业词，

将直接影响投放结果。一位投放搜狗搜

索推广多年的企业网络营销负责人表示，

据其后台数据统计显示，投放核心商业词

和普通词带来流量的差距通常在 10 倍以

上；同时，核心商业词的订单转化率也远

高于普通词。

作为成长最快的互联网企业，搜狗用

户数在 2012 年突破 4 亿，成为中国用户数

第三的互联网公司。搜狗以输入法、浏览

器、搜索为基础的“三级火箭”发展模式，为

企业提供了多入口的综合推广服务，为企

业带来更广泛的潜在客户和更精准的营销

效果。 （嘉文）

核心商业词是影响搜索推广效果的关键
科技日报讯 实现跨界交流的电子云服

务交流平台、能快速散热的新型纳米半导体

材料、配套于汽车清洁能源的吸附式天然气

储运技术……近日，在桐乡（北京）创业创新

环境推介会暨在京桐乡籍高层次人才座谈

会上，7 个高层次人才项目签约落户浙江省

桐乡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央是桐乡。”

桐乡市科技局局长包晓敏在推介会上介绍桐

乡创业创新环境时指出，桐乡市总面积727平

方公里，户籍人口 68万。2012年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520亿元，财政收入 76亿元，连续

14次跻身“中国百强县（市）”三十强。

桐乡是创业创新的福地，现拥有一个

面积 1.7 万平方米、产业化用房 2.6 万平方

米的科技服务创业中心，以及一个总使用

面积 11 万平方米、可同时入驻 200 家企业

的科技创业园，并且将为入驻企业提供房

租减免、资金扶持、风险担保、专项资金补

助等优惠政策。

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盛勇军说，当前

桐乡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迫切需要更多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

人才加盟，也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科研项

目落户桐乡。桐乡的目标是：用 5 年左右时

间，引进海内外领军人才 20 名、副高职称或

硕士学位以上创业创新人才 500 名，培养完

成创业创新人才 5000名，打造完成重点创新

团队20个。 （陈萌 张潘丽）

桐乡创业创新环境推介会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萌）近日，由科技

部国际合作司、科技部火炬中心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中心、北京市科委主办，北京翰海智

业投资管理集团承办的中小企业创新“加速

器”与国际技术转移合作发展专场论坛在京

举行。政府高层、跨国公司 CEO、著名学

者，以及国内外高新技术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共 300余人出席了论坛。

作为“2013 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唯

一面向中小企业的专场论坛，本次论坛旨在

与国内外科技园区、金融资本等创新创业服

务机构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国际技术转移、产

业集群、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有效结合，推

动企业间、企业与服务机构间的碰撞对接，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创新“加速器”作用，使之

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和关键性力

量，实现全球孵化、跨境加速。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美国

驻中国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 Conrad Wong

作为中外嘉宾代表先后为论坛致辞。美国斯

坦福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负责人David Ai，武

汉东湖创业中心主任、中国孵化第一人龚伟，

美国企业孵化器协会国际总监 Tom Strod-

beck等人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此外，首家国家科技部与北京市科委支

持成立的国际化服务机构——中美企业创

新中心也在论坛上举行了揭牌仪式。未来

它将为中美两国企业提供全球的孵化服务

平台，包括人才、技术、资金和项目合作等多

项交流对接服务，助推中美企业跨境融合。

全球孵化 跨境加速

航行的时间，即研制出全新的推进系统。为此，科学

家已提出采用核动力火箭或可变比冲磁等离子体火

箭等代替常规火箭发射飞船。

可变比冲磁等离子体火箭是利用无线电波电离

加热推进剂，并用磁场加速产生的等离子体产生推

力，它功率大、推力大、比冲高。一旦该火箭研制成

功，利用其发射飞船，飞船只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

可以抵达火星，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技术实现的难度

非常大。

因此现在核动力火箭的呼声比较高，一些大国

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都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核动力

火箭身上。用核动力火箭发射飞船速度很快，可以

大大减少飞船飞向火星的时间，利用目前的化学火

箭发射飞船需要 8 个月左右的时间到达火星，而利

用核动力火箭发射飞船则只需 2个月甚至更短的时

间抵达。

此前，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曾打算研制核

动力飞船，但是核动力飞船会产生很强的核辐射，

相当于航天员每天拍 8 次 x 光片。由于当时的技

术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该计划被搁浅，现在随

着技术的发展，核辐射的问题有可能得以解决。

因此目前来看，核动力火箭以及核动力飞船，是人

类到达火星或其他遥远类地行星的一个捷径。据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称，太阳和其他恒

星的动力源——核聚变，将来可用于助推火箭，使

航天员最快能够在 30 天内往返火星。当然如果想

大规模的移民还需要研制出更先进的、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的运输系统，只有有了这样的运输系统，

太空移民才可能实现。

此外，科学家还提出可以先载人登陆小行星，然

后以小行星作为中转站，再登陆火星或其他类地行

星。虽然小行星上可能有水和矿藏，可以作为太空

移民的中转站，但是它与地球的距离较远，因此，最

近美国计划在今后 10年内捕获一颗小行星，把它移

动至近月球轨道，这也是人类为了登陆火星进行的

一种尝试。

工业机器人在各行业应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其

有助于缓解人口红利衰减问题，在危险、简单重复的领

域取代人工，保证产品生产的精准性，提高劳动力生产

效率。与此同时，数字化、智能化是推动传统工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力量，机器人作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主

要代表，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自动化水平的重要

标志。

——中国机械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在不久前举行的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上如是说。过去 3年
来，我国机器人市场发展迅猛，年均增长超过40%，增
长率居全球首位。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计，2014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需求量最大的市场，机
器人在国内的产业化发展契机已经逐步成熟。尽管发
展前景乐观，但由于起步相对较晚，我国机器人产业发
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速
度慢、国产机器人核心技术薄弱，自主研发能力不强，
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现象比较突出。从市场份额
看，我国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和附加值较低，国际品牌
产品占我国国内市场份额8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机器人拥有量仅是日本的1/5，美国和德国的 1/3。
从机器人的密度来看，2012年，我国万人保有量 21
台，仅占全球前十大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10。

截至 2012 年底，中国的互联网干线固网平均下载

速率为 1.15M，而香港特区为 10.5M，整个亚太或全球

平均的速率为 4.64M。中国的世界排名在 80名开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武汉干部教育“名
家论坛”上针对网民关心的上网收费与服务不成正比
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如果用现在的带宽
来算资费，韩国宽带接入是 45M，平均每一兆比的资
费较低，我国的带宽大多是2M，平均每一兆比的资费
比国外高。我国上网费的绝对值并不高，但相对于人
均的可支配收入就高了。

另外，在城市，一根光纤可以铺到一栋大楼的几百
户，而农村则不行。城市通信的成本比农村的成本
低，但现在我国是通信成本低的地方收费高，通信成
本高的地方反而收费低，运营商要拿城市的收费去
补贴农村。而发达国家都有相关服务基金，用基金来
补贴农村。

如果我国到 2020年建成 6000万千瓦核电，１年可

以减排二氧化碳 5.74 亿吨，约占 2020 年全国排放总量

的 6.8％。发展核电对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在近日由中国科协主
办的“‘清洁核能助力美丽中国’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
活动中作上述表示的。他认为，目前我国能源供需失
衡，煤电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且运输成本高。核
电不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核能将成为
我国未来可持续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国核电发展起步较晚，核电站多半是上世纪90
年代以后建立，可以充分利用国际上建设和运行核电
的经验。目前，我国已运行的核电站基本是二代改进
型。我国正在开发自主的三代核电，是世界上首批建
设三代核电的国家。

目前全球有437座核电机组在运行。法国核电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约八成，德国核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约1/3。截至2012年底，我国已建成投入运行的核电
机组16座，核电发电量980亿千瓦时，还不到全国发
电总量的２％。

我们提倡科学治沙，不是要去消灭沙漠、沙尘暴，

实际上也不可能消灭；而是要恢复被人为破坏的植被，

治理人为造成的沙化土地，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教授级高工王信
建表示，为防止沙漠扩展，有必要对沙漠的边缘采取以
植物锁边为主的生物措施，这些都是积极的人工干预，
不能无为而治。

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除
了约50万平方公里目前属于可治理区域，还有约120
万平方公里属于不具备治理条件的区域，这些地方降
雨量一般在250毫米以下，对于这些人工难于治理的
沙化土地，可采取封禁保护的措施来恢复植被和保护
沙地表面结皮。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42%的东部国土生活着超过
10亿多人口，56%的西部国土仅生活着两亿左右人
口，西部似乎还有很大的人口腾挪空间。实情并非如
此，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1.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
绿洲面积为 1000平方公里，仅占 6%，绿洲上却生活
着30.7万人，每平方公里平均300人。因此治沙不到
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实施生态移民，相关问题主要得靠
就地解决。

地球上频发的战争、环境危机、核污染，使人们开始把人类未来的梦想建立在开发地球以外的空间上，
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太空移民计划，打算在其他星球上打造人类的第二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