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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嫦娥“奔月”

为您导读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丹）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12月11日（北京时间）报道，欧洲空间局

正计划于明年执行其首项无人探测器登陆彗

星任务，该任务已筹备了10年之久，现在即将

进入一个关键的新阶段。欧空局10日宣布，

将在下个月把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罗塞塔”

号探测器唤醒，让其朝着名为 67P的彗星进

发，并于明年11月11日释放一个着陆器，登上

这颗彗星冰封的表面进行取样分析。科学家

希望借此更好地了解彗星的组成成分，以及

它们在太阳系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该计划与 2005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深度撞击”任务不同。“深度撞

击”号向坦普尔 1号彗星发射了一颗铜质射

弹，激起一缕尘埃供科学家研究，而“罗塞

塔”将与 67P 彗星伴飞，并发送一个桶般大

小的着陆器到彗星上收集并分析样品。

“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该登陆任

务负责人保罗·费里说，尽管 NASA 曾于

2001 年成功登陆过一颗小行星，但从本质

上来说，小行星是一块石头，而彗星是一个

肮脏的雪球，对于探测器而言，彗星的环境

更加动荡，因为它们不断地释放出尘埃和气

体，可能会损坏航天器。

67P 彗星以高达每小时 10 万公里的速

度绕太阳旋转。为了追上它的步伐，“罗塞

塔”曾几次掠过地球、火星和太阳，利用它们

的重力为自己加速。当它获得足够速度，踏

上准备与 67P相会的轨道后，欧空局的任务

团队让它陷入沉睡，以保存能源。

这一睡就是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工

程师排除了威胁这项任务的两个故障：“罗

塞塔”的 4个反作用轮中有 2个坏掉了，另外

还有一处小的氦气泄漏，可能会给对于最终

登陆来说非常重要的推进器造成影响。

现在，任务团队正在紧张地等待，当

2014 年 1 月 20 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 5 点的

钟声敲响时，“罗塞塔”能否被如期唤醒。届

时，探测器距离地球大约 8 亿公里，信号的

单程传递将需要耗时 45分钟。

如果一切顺利，“罗塞塔”将开始寻找

67P——这颗由岩石和冰构成、直径约4公里的

彗星用人类肉眼是无法看见的。到了11月，

“罗塞塔”就会靠近彗星，并为着陆器“菲莱

（Philae）”找一个合适的登陆地点。“菲莱”是个

高约80厘米、直径100厘米的圆柱体，它将轻轻

地滑落到彗星表面，并用一把叉固定自己，以免

这个冰疙瘩的弱重力“抓”不住它而滑入太空。

之后，“菲莱”将挖掘样本，并用搭载的

仪器进行分析。任务团队希望从中获得新

奇的见解，因为彗星基本上保持着自我们的

太阳系形成以来的样子未变，可以说，彗星

冰冻着太阳系的童年。“这个时间胶囊封存

了大约 46 亿年。”欧空局科学主管马克·麦

考林说。科学家们希望回答的一个关键问

题是，地球上的水是否源自彗星？

“罗塞塔”和“菲莱”将持续发回数据，直

至它们的电池耗尽，或者彗星喷出的碎片流

给它们的敏感仪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坏。

费里说，“菲莱”的寿命可能只有短短 3 天，

而“罗塞塔”也只能活到 2016年年底。

与此同时，NASA 也计划在 2019—2021

年执行一项任务：派遣一个机器人飞船，用

套索套住一个小行星并将它拉近月球，以便

在月球上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能够对它

开展一番探索。

罗塞塔石碑制作于公元前 196 年，用希

腊、古埃及和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近

代考古学家通过对照各语言版本内容，解读

出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成为研究古埃

及历史的里程碑。科学家希望此次探测也能

打开一扇解读宇宙起源的“时空之门”，所以取

名“罗塞塔”。正如尘封的石碑，探测器正休眠

在寒冷的太阳系边缘，醒来只是第一关，准时

与彗星交汇、探测并发回数据将是更难的挑

战，而我们目前连彗星表面是混凝土还是棉

花糖都不清楚。

“罗塞塔”探测器计划明年 11月登陆彗星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12日电 （记者瞿剑）北京时间

今天凌晨 2 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以研究论文形

式，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一项有关水稻分枝（蘖）形

成机制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万建

民课题组与南京农大作物遗传和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

验室合作，首次在遗传和生化层面上证实了一种被称

为“D53”的蛋白参与调控水稻分蘖的机理，为水稻亚种

间杂交优势利用提供了有用材料。

水稻包括籼、粳两个亚种。此前的杂交稻由于均

属亚种内杂交（即籼籼杂交、粳粳杂交），单产提高已逼

近极限；更大的增产空间，公认需由亚种间杂交（即籼

粳杂交）获得。但籼粳杂交种普遍植株偏高、易倒伏，

育性差、结实率低，培育分蘖少、茎秆粗壮、穗大的理想

株型难（其中分蘖是产量形成的基础）。为此，该课题

组从水稻分蘖、部分显性矮秆、理想株型等角度开展了

探索性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一个部分显性水稻矮化多分蘖突变

体（dwarf 53，即 d53，由日本九州大学惠赠）进行测定，

表明 d53 是一个独脚金内酯不敏感突变体。通过精细

定位和图位克隆，获得了位于水稻第 11 号染色体短臂

末端的 D53 基因。该基因编码一个新的在结构上与 I

类 Clp ATPase 类似的核蛋白。功能分析发现，在独脚

金内酯存在的条件下，D53 蛋白可与两个已知的独脚金

内酯信号分子 D14、D3 互作，形成 D53-D14-SCFD3 蛋

白复合体，D53 蛋白被泛素化，进而特异地被蛋白酶体

系统降解，诱导下游目标基因的表达以及独脚金内酯

信号的响应。它揭示的水稻分蘖机理，为实现水稻理

想株型奠定了基础；它寻找发掘显性矮秆基因的努力，

使水稻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成为可能。

中科院遗传所李家洋院士课题组，利用其发现的

水稻矮化多分蘖突变体 e9 也独立完成相关实验并得

到了与本研究相似的结论。相关论文发表在同期《自

然》上。

我科学家揭示水稻分蘖机理 尽显籼粳杂交优势

12 月 10 日晚，嫦娥三号探测器飞行八天

八夜后，在月球背面完成减速制动进入环月轨

道，进入落月准备阶段。

嫦娥三号由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此前，

巡视器已经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着陆器相

比之下则显得默默无闻。其实从奔向月球、抵

达月球、降落月表到最后将巡视器轻轻放下，

着陆器居功至伟。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嫦娥

三号的诞生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

究院，认识了这台不为人们熟悉的着陆器。

卓有成效的“减肥”

在嫦娥三号着陆器上，囊括了着陆缓冲、

制导导航与控制、推进、热控、测控数传、定向

天线、数管、一次电源、总体电路及有效载荷等

11 个分系统，足以完成 300 多小时、几十万公

里的飞行过程，并做出复杂的降落、释放巡视

器等动作。

虽然所带装备复杂，但如果不算所含推进

剂，该着陆器净重仅 1 吨多，比许多普通家用

汽车还要轻，这与技术人员为它实施的有效

“减肥”密不可分。

据测算，每多运 1 公斤重量进入太空，需

要多支付几万美元成本，换句话说，让着陆器

“减肥”就是省钱。为此，着陆器上的电子系

统、数据管理系统等均采用集成设计；在材料

上也大量使用了镁合金等轻型材料，仅此一

项，就让它减少了 30%的重量。

对燃料精打细算

着陆器自重不大，背负的燃料却有两吨半

左右，达到自身的两倍多。别看燃料带得多，

用起来却要精打细算。

根据技术人员规划，着陆器在飞向月球的

几十万公里路程中，消耗的燃料不到 50 公斤，

极尽节俭之所能。

前期的节俭是为了关键时刻发力。着陆器

在飞临月球进行近月制动时，一次就需要耗费

近一吨燃料。而在最后的下降段，短短十几分

钟内就要消耗燃料近一吨半，占到总量的60%。

落月之后继续奉献

安全降落在月表、成功释放巡视器之后，

着陆器还不会“功成身退”。它将利用搭载的

地形地貌相机、月基天文望远镜和极紫外相机

进行就位科学探测，成为我国建在月球上的宇

宙观测站，继续为科学研究发挥巨大作用。

在此期间，它还要经受月球环境的考验。

月球上一个白天相当于地球上 10 天左右，这

段时间，着陆器的太阳翼将随阳光变化而转

动，连续工作不停不休；而月球上一夜大约相

当于地球上 17天，温度低至零下 150摄氏度以

下，这时着陆器要断电休眠，依靠同位素热源

保持整器温度，直到等来新的一缕阳光，随着

光照增强发出电信号将自身唤醒。

集时尚装备于一身

作为我国目前研制难度最大的航天器之

一，嫦娥三号着陆器自身承载的创新技术和产

品超过 80%。

着陆器具备先进的 GNC（制导导航与控

制）系统、推进系统、热控系统、着陆缓冲系统

等，同时拥有国内首次采用的可变热导热管和

国际先进的两相流体回路，使之可以在昼夜温

差将近 300 摄氏度的月球上正常工作。此外，

它所采用的大范围高精度非合作测距测速技

术、变推力发动机产品等，拥有潜力巨大的应

用空间。

在这台“时尚”的着陆器身上，凝聚了无数

航天人的汗水。据统计，着陆器的研制历时 6

年，参加其总体、分系统、单机、部组件设计、仿

真、研制及试验的协作单位达 200 家以上，参

研人员超过 4000人。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1日电）

嫦娥三号着陆器：掀起你的盖头来
本报通讯员 曹 冉 刘之辉 本报记者 付毅飞

“菲莱”着陆器示意图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朱向前 记者孙明
河）年末岁终，来自沙特、伊朗、墨西哥、印尼、

哥伦比亚等世界各地的信息越来越多地汇聚

到位于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目前，胜利油田

的 79支队伍在 13个国家紧张施工。截至 11月

底，胜利油田海外石油工程项目实现账面收入

逾 12 亿元，新签订海外合同 16 个，合同额达

98761万美元。

12 月 4 日召开的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高端

业务研讨会提供的资料表明，专业化重组一周

岁之际，今年前 10 个月，胜利石油工程公司营

业总收入 157 亿元，包括海外石油工程在内的

高端业务收入 44亿元，占比达到 28.17%。

去年 12 月，按照建设世界一流石油工程

技术承包商的目标，中石化对石油工程板块进

行专业化重组。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在中石化

石油工程系统中人员最多、规模最大、装备最

多、技术最强，肩负的责任也最重。为此，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把突破点选在了高端业务。

高端业务是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中高技术

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业务，包括超深井钻井、海

洋钻井、定向井等技术服务，水平井压裂等生

产业务，石油工程技术装备仪器研发和制造，

“非常规”、“井工厂”等特殊工艺技术项目，以

及国际市场业务等。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把高

端技术、高端装备、高端市场和高端队伍确立

为支撑高端业务发展的四大支柱。

伴随胜利油田 50 年发展，胜利石油工程

已经形成完善的基础研究资源、完整配套的技

术装备优势和专业化、差异化技术三大优势。

截至 2012 年，胜利油田累计完成定向井 11819

口、丛式井 1063 组 3060 口，累计完成各类水平

井 3281口，占中石化总口数的 60%以上。鱼骨

状水平井、长水平段水平井、分支井、膨胀套管

技术、气体钻井、分段压裂等技术，都创出了国

内施工新纪录。在中石化开展评选石油工程

新纪录的 5年来，共刷新中石化 109项新纪录，

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总经理张煜提出，今后

一段时期，胜利石油工程将按照“搭平台、建机

制、拓市场、增效益”的发展思路，优化关键技术

攻关，加强先导试验和推广应用，形成集成化、

系列化、差异化的核心技术优势，优化装备改造

和配套，加大技术人才培养和使用，加强内部资

源共享和整合，建立协同机制、约束机制和利益

共享机制，着力打造高端业务，努力形成技术精

湛、装备精良、队伍过硬、服务水平一流、一体化

运作的工程承包商和技术服务商品牌。

胜利石油工程拓展高端业务初见成效
今年10个月营收157亿元，高端业务占比28%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据物理学家组织

网 12 月 10 日报道，获得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韦恩·谢克

曼，12月9日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

击三大顶级科学期刊《科学》《细胞》和《自然》选

材“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误

导年轻研究人员只确信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是

在顶级期刊之一发表论文。这仿佛捅了马蜂

窝，在科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谢克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他指出，《科学》

《细胞》和《自然》这些“顶尖”学术期刊歪曲了科

学的进程，如同必须要破除的“苛政”或“暴行”，

并称其实验室将不再投稿给这三大出版物。

他声称，这些“奢华”的期刊鼓动许多研

究人员偷工减料走捷径、追求时髦领域，而不

是做更重要的工作；误导学术界一味追求发

表所谓“博眼球”的科学成果。文章暗示，由

于顶级刊物的运行者是编辑而不是科学家，

所以往往最浮华的文章得以出版，而非最好

或最有意义的。

谢克曼指出，这三大顶级出版物人为地限

制其接收论文的数量，这种选用“潜规则”就好

像设计师设计限量版手袋，以此抬高自身地

位。他强调，科技论文能够被高度引用应该取

决于它是好的科学，而不是因为其多么抓眼

球、生动有趣，甚至是个错误。因此，他对这些

杂志的实用性表示深深的担忧，并号召科学界

一起采取抵制行动。

他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支持“开放获取期

刊”的队伍当中，并建议那些提供研究经费的

资助方也加入进来。

谢克曼实验室的博士后丹尼尔在接受《卫

报》采访时说，许多科学家不惜浪费大量时间，

试图让其研究结果出现在这三大顶级刊物

上。他说：“这是真的，如果在博士后期间没有

论文在这些期刊发表，可能就很难踏进某些精

英机构的门槛。”

曾与谢克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起共

事、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塞巴斯蒂

安·斯普林格表示，他认同目前科学出版存在重

大问题，但还没有出现更好的模式。“在那些期

刊未必能看到最佳的论文刊登。编辑并不是专

业的科学家，他们是记者这倒不一定是最大的

问题，但他们强调新奇更胜于扎实的工作。”

三大期刊编辑部都对谢克曼的指责做出

了回应。《自然》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称，该

杂志曾与科学界相伴 140 多年，对出版研究

成果的选择是基于科学的意义，这反过来可

能导致引用的影响力和媒体的覆盖面，但编

辑并不会受这些因素所驱动。《科学》执行主

编莫妮卡·布拉德福德说：“我们的编辑人员

致力于确保全面和专业的同行评议后，再决

定哪些论文可以选用刊登，没有任何虚假的

录取率。”《细胞》主编埃米莉·马库斯则说，该

期刊推出近 40 年来，一直专注于提供强大的

编辑视角、一流专业的编辑水准、快速而严格

的同行评审、精工细作的质量保证。“我们存

在的目的和理由就是服务科学和科学家，这

样做不是一种奢华。”

称之选材“浮华”一味吸引眼球

诺奖得主抨击《科学》《细胞》《自然》三大期刊
三大期刊对其指责分别做出回应

12月10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小学的科技课上，孩子们用3D打印机打印出花瓶。 新华社发（崔立来摄）

□李克强签署第
644 号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
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自2014年
1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国际新闻
《时代》周刊评选

出 2013 年十大医学
突破 （2版）

○科技改变生活
“爆表”的霾，何

时可以说再见？
（4版）

科技日报讯 （过国忠）国内首个

ITSS 公共实训基地，日前落户无锡。

ITSS 是国内 IT 业首个自主创立的服

务标准，权威性很强。标准的制定和

应用示范将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我国

IT 服务市场的成长，推动服务国家

化、产业国际化进程，对产业未来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据了解，ITSS将使国内的 IT 服务

领域迎来“标准化时代”，标准将逐渐

成为行业竞争力的核心，也是我国提

出强化 IT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重中

之 重 。 在 无 锡 落 户 的 ITSS 实 训 基

地，是由无锡市信电局、无锡市新区

管委会、江苏新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政企共建的一项成果，主要立足江

苏、面向社会培养具有实战能力的 IT

服务人才，为各类企业输送 IT 建设、

IT运维、IT管理等具有实战能力的 IT

服务人才。

国内首个 ITSS公共
实训基地落户无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