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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了嫦娥三号今日凌晨的发射，记者

12 个小时后再赴发射中心采访，正好遇到“长

三乙”火箭总设计师姜杰，她告诉记者：基地

没有休假，也无法放松，因为很快有一颗玻

利维亚卫星的商业发射任务。记者在发射

中心看到，工程车和吉普车开进开出，穿灰

蓝色防静电服的职员，还有扎武装带的军人

行色匆匆。发射塔旁的加注房附近，还有团

队在忙碌。

身处西昌卫星发射平台，四周都是郁郁葱

葱的山峦。但记者并不觉得阴冷和封闭，倒是

觉得开阔和放松。山间河水潺潺，野果随处可

拾，还有牛羊放牧的痕迹。基地设施和建筑分

布在几个山头，并不显得局促。

来之前，记者以为卫星发射中心在偏僻的

深山。实际上，从发射塔驶下山坡，十几分钟

就到了人烟稠密的河谷，接着从高速公路抵达

繁华的西昌市中心，不过一小时左右。

相比之下，记者去过的酒泉东风航天城才

真是闭塞，周围荒无一人；开到最近的军用机

场，还得在戈壁滩奔驰三个小时。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人气则旺得多。记者

今天看到，工作人员还要维持秩序，防止游客

们离发射塔太近。好奇的游客昨夜在附近的

民房顶上观看发射。他们告诉记者，每人掏了

四千块钱，搭乘大巴进出山沟，只为体会那十

几秒的震颤。

基地里有几百名胸前挂着考察牌的学生，

来自省内的学校。一位在塔前流连的高中生

说：“我昨晚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来到现场才

知道发射塔这么高，得抬头看。”

西昌基地是 1970 年开建的，1982 年具备

发射条件。西昌基地一位领导告诉记者，当年

找这么一个地方还很费劲——居民尽量稀少，

又有足够大的平地。

相比酒泉和太原基地，西昌纬度低，海拔

高，很适合卫星发射。纬度低，意味着火箭从

旋转的地球上飞出，会有更大的初始速度；海

拔高，就好比在二楼发射，比一楼要省燃料。

而且西昌气候凉爽，温差不大，1 月平均

温度将近 10度，7月平均温度才 22度。这也是

一大优势，让液氢和液氧灌注之后更稳定。

目前，西昌的技术团队正参与建设海南的

发射基地，那里纬度更低，不过有一位刚从海

南回来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那里有半年时间

都是“闷一身汗”的天气，气候不如西昌。

西昌基地共有 2号和 3号两个发射塔架（1

号从未建成）。2 号发射塔主要用于发射中、

重型卫星。这次嫦娥三号也是从 2 号塔架起

飞的。3 号塔架正在改造，适应更多型号的火

箭，完成后，西昌发射能力将从一年 10 发火箭

提高到 15发。

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同步轨道卫星就是

从西昌起飞。中国火箭把卫星送到很高的同

步轨道，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986 年，中国

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也是从这里发射的，改变

了中国人一直租用外国卫星来看电视和听广

播的状况。现在，西昌的高轨道卫星发射能力

已经是世界顶级。

但是，记者对西昌的最初印象，是 1990 年

澳星发射失败那一次，还是小学生的记者，晚

饭时间从电视直播上看到，火箭喷出一阵棕烟

后，竟然原地不动。

最后一次失败发生在 1996 年。这之后，

中国火箭的质量大为提高。嫦娥三号已经是

迄今连续第 60 次成功。除了中国卫星，西昌

基地还成功发射过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颗卫

星。难度最大的发射任务一般选在西昌。

对于世界上关注中国航天力量的观察者，

西昌体现了中国火箭发射的最高水准，它不光

送走了月球探测卫星和巡航车，还是 2007 年

反卫星导弹的发射地。

近期海南基地建成后，很多发射任务会从

西昌转移走，但西昌的两座发射塔仍将会是中

国航天的主心骨，并长期如此。

（科技日报西昌12月2日电）

话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本报记者 高 博

聚焦嫦娥“奔月”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通讯员

陈国玲 刘侃 记者付毅飞）记者今天从中

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获悉，圆满完成嫦娥三

号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 5 号船已开始返

航。该船船长李海江表示，今年该船安全

航行 3万余海里，5次高标准完成了测控任

务，嫦娥三号任务的完美收官，标志着该船

成功实现了全年试验任务“满堂红”。

嫦娥三号任务是远望 5 号船本年度收

官之战，在这次任务中，作为海上测控“接

力赛”的第二棒，远望 5 号船试验秩序正

规、设备工作稳定、发现目标及时、遥测解

调正常，和远望 3号、6号船一起，联袂完成

了火箭三级二次工作段、着陆器入轨段和

地月转移段初期的测控任务。

远望 5号船实现
全年试验任务“满堂红”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王
可人）2013“无锡技能技工大赛”12 月 1 日

在无锡市藕塘职教园内举行。来自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国就业促进会、无锡

市政府等有关方面领导，以及各参赛代

表队领队、教练员、选手代表等参加了开

幕式。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无锡市政府主

办，以“行行有能手、行行有创新、行行有

状元”为主题，共设置数控加工中心操作

工（四轴）、工具钳工、焊工、无线电调试

工、电子商务师、物联网应用技术、汽车检

测与维修、动漫设计与制作、中式烹调师

等 15个竞赛职业（工种），将分职工组和学

生组分别进行技能大比武。大赛设个人

奖和集体奖，荣获第一名的选手将被无锡

市政府授予“技能状元”，同时晋升职业

资格、给予物质奖励，并入选无锡市集训

队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等，

共吸引了 500 多名企业、技（职）院校的选

手参赛。

“无锡技能技工大赛”
吸引 500多名选手参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史俊斌 通讯员焦
键）1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由西安新筑开往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首趟国际货运班

列 80807 次正式起航，此趟列车将穿越新

疆 阿 拉 山 口 站 到 达 哈 萨 克 斯 坦 阿 拉 木

图。中哈国际货运班列开通后将是我国

中东部地区通往中亚最便捷的货运通道，

运行时间比公路运输缩短了 20多天。

此次开行的国际货运班列共有两列，

28 日开行集装箱班列，终点阿拉木图。29

日开行整车班列，终点热姆。所运载的货

物以石油钻井设备、化工原料为主。集装

箱班列整列编组 41 辆，发送货物 1300 吨。

列车从新筑车站出发，经宝鸡、天水、兰

州、乌鲁木齐，从阿拉山口出境，国内段里

程 3105公里，计划运行 73小时。

西安至阿拉木图
国际货运班列起航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张静博 刘矞 尹
国慧）11 月 26 日—12 月 1 日，在印尼棉兰

召开的国际质量与生产力会议暨印度尼西

亚第 17届质量与生产力大会上，国网山东

检修公司“红色沂蒙”QC 小组获得该会议

最高奖项——“铂金”奖。

据介绍，“红色沂蒙”QC 小组此次发

布的 QC 成果为“变电站屏柜搬运工具的

研制”，该成果装置承载力强，移动方便，解

决了传统作业方法对屏柜进行调正时困

难，安装效率低下等问题。

会议由印度尼西亚质量与生产力协会

主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15

个国家及地区的专家和 300 余个质量管理

小组参会。国网山东检修公司“红色沂蒙”

QC 小组作为中国唯一一支代表队伍参加

了会议。

“红色沂蒙”QC小组
获国际质量最高奖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11 月 28

日，首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

会在郴州举行。“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三市（郴州、衡阳、永州）签约项目共 49

个，项目总投资 614.8亿元。

本届湘南投洽会旨在紧紧抓住全球资

本重组、国际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等机遇，

发挥湖南特别是湘南地区自身优势，促进

湘南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的全面对接，打造

湖南省扩大开放的交流平台、湘南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项目的信息平台和辐射中部

地区投资贸易洽谈的展会品牌。在 49 个

签约项目中，含工业制造业项目 27 个、能

源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4 个、农业产业类

项目 1个和现代服务业项目 17个。

湘南举行承接产业
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李艳 张娅
婷 记者陈瑜）今天凌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

始赴月征程。记者今天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精心

打造的一把特殊“座椅”，让嫦娥三号这一特殊

乘客的奔月之旅免却了不少烦恼。

在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过程中，当卫星与

火箭成功解锁分离后，卫星就能进入预定轨

道。在此之前，固定并承载卫星的部件叫做卫

星适配器，俗称“卫星支架”，也被形象地比作

卫星上天之旅的“座椅”。

该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搭载嫦娥三号的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上，技术人员精心打造的

“座椅”有两个特点：轻、大。

由于卫星支架处于火箭的上面级，因此其

结构重量直接影响火箭的有效载荷，为减轻结

构重量，技术人员在嫦娥三号的卫星支架上采

用了高性能碳纤维面板中间夹铝蜂窝的“三明

治”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轻质、高强的特性，抗

变形能力优异，与铝合金结构锻件相比，可减

重 20%—30%，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载火箭的承

载能力，为嫦娥三号这一特殊乘客减轻了重

量。技术人员开玩笑说，有了这个“座椅”，“嫦

娥”不用再去刻意“减肥”了。

这一“座椅”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尺寸。搭

载嫦娥三号的卫星支架是倒锥形结构，直径和

高度都在 1.7 米左右，是常规卫星支架大小的

3 倍左右。技术人员专门为它设计了金属组

合模具。模具相当于做蛋糕的坯子，不同的是

这个“坯子”能够“一模两用”，既能成型卫星支

架的碳纤维面板，又能将分别制作的支架部件

组装起来，并将成型的卫星支架脱模。

由于卫星支架使用的复合材料与金属模

具及金属端框的热膨胀系数相差两倍以上，因

此在产品固化成型过程中，两种材料变形量的

差异容易导致整体结构变形，卫星与卫星支架

对接时尺寸难以精确匹配，并可能让卫星到达

目标轨道之后难以从支架上分离。这些难题，

都通过技术人员大量的攻关获得了破解。

特殊的“座椅”轻又大
“嫦娥”不用再刻意“减肥”了

12月2日1时30分，搭载着嫦娥三号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图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上接第一版）
20 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

技术大会。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

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

兴国”的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

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能力……”

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提出把科教

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

家发展战略。

在这个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政

策走向是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

分流科技人才，调整科研机构。“稳住一头”就

是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

战略研究；“放开一片”就是放开各类开发型

科研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科技成果

商品化、产业化活动。推动应用开发类科研

院所企业化转制，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实

行分类改革，以优化科技力量布局，促进科技

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1998 年 2 月，江泽民

批准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

体系的试点工程，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

需要和世界科学前沿的远景出发，明确新的

科技目标，调整现有的运行机制，力争取得更

多更大的科技创新成就，真正搞出中国自己

的创新体系。

199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

国技术创新大会。“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

战略目标。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已

经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伴随着

科教兴国的时代洪流，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实

行，中国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稳

步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日益完备，《科技

进步法》和《教育法》相继实施……

自主创新，勾勒建设创
新型国家宏伟蓝图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的同时，也暴露出隐忧。依靠廉价劳动力的

“比较优势”，我国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上处

于低端：一台 PC计算机只能“赚一捆大葱钱”；

凭消耗原材料和能源大量制造出口产品，使我

国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使我国关键技术和设备大部分

依赖进口……

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激烈的科技竞争下，

中国如何部署自己的科技战略？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制定国家科学和技

术长远发展规划。2003 年 3 月 22 日，新一届

国务院组成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

布并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

2006 年 1 月 9 日，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感

受到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开幕。胡锦涛作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

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

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

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推动国民经济又快

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

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

民族创新精神，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

机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

1月 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

施 科 技 规 划 纲 要 增 强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的 决

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随之颁布。这份凝聚了 2000

多名中国专家心血的中国科技发展新蓝图，明

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

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对我国

未来 15 年科学和技术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

部署。

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清晰明确：

全面实施规划纲要，经过 15年努力，到 2020年

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实施重大专项，

形成稳定增长机制，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中长期科技规划绘就的美好蓝图，更需

要财政、税收、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保驾护航。2006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年)〉的若干配套政策》，确保规划

落实到位。

至此，“自主创新”作为科学发展的实践载

体，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

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成为国家意志，更成为

一个时代的主题。

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

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

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

化建设各个方面。

创新驱动，新一轮科技
体制改革向纵深迈进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中长期规划的

实施，科技对社会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显

著，但同时科技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

题。同时，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

性交汇。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中国“不能等待、

不能观望、不能懈怠”。

在新的历史关头，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

大召开。执政党鲜明地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

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

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多次考察、调研和重

要会议中，结合其所见、所闻、所思，不断阐述、

部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他指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的根本举措。他还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出全面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

创新活力，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最为紧迫的是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

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

障碍”，“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

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

的 力 量 ，让 企 业 真 正 成 为 技 术 创 新 的 主

体”……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是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其实，此前我国就已为新一轮科技

体制改革布局谋篇。2012 年 7 月，党中央、国

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发布《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

见》。随后，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包括 26 个部

门和单位的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

如何破除制约科研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层

次障碍，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围绕这一命

题，一方面，国家加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顶层设计，同时，一些新政策、新举措正在有

序、稳步推进，如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

协同创新、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改

革完善奖励、人才评价机制，健全创新环境和

政策等方面均有相关政策出台。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2013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 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

见》，明确提出以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为重要抓手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 12 项重点任

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

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十八届三中全

会召开，会议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部署。会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

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改

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部

署，既体现了与以往改革思路的继承发展，对

实践中先行先试的经验予以肯定，又结合经济

领域改革的大方向，突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改革

的重点领域和环节，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设计。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

从“科学的春天”到创新驱动发展

嫦娥三号“零窗口”发射、精确入轨，只是

奔月之旅第一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测控数

据专家、高级工程师车著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漫漫奔月旅途中，嫦娥三号至

少还有 3个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关键环节之一：能否顺
利实施轨道修正？

在地月转移轨道，嫦娥三号需要飞行大约

5天时间。

在人类探月活动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探

测器未能实现月球的捕获而丢失在星际间的

事故，这大多是由于飞行过程中卫星姿态和速

度控制不精确造成的。如果卫星在地月转移

轨道近地点有 1米／秒的速度误差或 1千米的

高度误差，飞到月球附近时都将产生几千公里

的位置误差。

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嫦娥三号必须在地

面的指令下进行中途轨道修正。一般来讲，至

少需要进行两次修正，第一次是在进入地月转

移轨道的一天之内，第二次是在到达月球的前

一天内。这些指令，都是由设在北京的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发出的。

关键环节之二：能否精
准实施制动？

大约 5 天后，当嫦娥三号卫星到达距月球

200 千米位置时，需要进行减速制动，也就是

“刹车”。只有这样，才能被月球引力捕获，成

为绕月飞行的卫星。

这是实现绕月飞行的一个重要步骤：“刹

车”晚了，卫星就要撞到月球上去；而“刹车”早

了，则会飘向太空。“刹车”是否成功，关键取决

于卫星当时的位置和速度矢量是否正确。在

嫦娥一号、二号任务中，我国科学家都一次成

功，对卫星实施了精确制动。

关键环节之三：能否在
月球轨道成功变轨？

第一次近月制动，将使嫦娥三号进入 100

公里的环月圆轨道。从这一刻起，嫦娥三号成

为真正的绕月卫星。

运 行 4 天 后 ，嫦 娥 三 号 变 轨 进 入 15 公

里×100 公里的椭圆轨道。此次变轨控制，

对于嫦娥三号能否顺利落月至关重要，也是

我国迄今对距离地球最远的航天器实施变

轨操作。

在椭圆轨道上运行 4 天后，嫦娥三号从高

度约 15 公里的近月点开始动力下降。着陆

后，探测器择机释放月球车，着陆器开展就位

探测，月球车开展巡视勘察。

嫦娥奔月，三大环节待跨越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王经国 余晓洁

北京时间 12 月 2 日 16 时，嫦娥三号探测

器已在太空遨游 14个小时。记者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时统机房看到，电脑屏幕上清晰

显示着北京时间、任务时间和北斗时间，与普

通时钟不同的是，这些时间已经精确到纳秒量

级。

“航天任务中，航天器的测控对时间提出

了很高要求，时间精度要精准到微秒量级，也

就是百万分之一秒。为了做到精益求精，我们

的时间精度标准更为严苛。”该中心时统专家

梁玉秋说。

如同打仗时指挥员会要求各作战单位

“对表”，以保证作战行动协调一致，嫦娥三

号任务中，整个测控网包含遍布全球各地的

测控站和测量船，涉及到成千上万台设备，

同样需要实现整个测控网的时间同步。比

如火箭发射、器箭分离、入轨控制、变轨控制

等关键环节，都需要准确的时刻标志，否则

会影响测控的准确性，甚至导致整个试验任

务的失败。

要做到时间的高度统一，“时间统一系统”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据介绍，为了确保时

统设备稳定可靠，北京中心针对深空探测，对

现有时统设备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引入了时

差及频率准确度比对测量技术、故障诊断技术

等多项关键性技术，可以通过故障诊断程序对

系统故障进行自动检测和切换，并设计了“时

统集中监控系统界面软件”，监控信息齐全，便

于参试岗位人员及时、全面掌握设备状态和应

急处置。

探访北京飞控中心探访北京飞控中心““时间统一系统时间统一系统””
本报通讯员 谢 波 姜 宁 本报记者 付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