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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中国成继美苏后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
国家

北京时间 12 月 14 日 21 时 11 分，嫦娥三

号成功实施月面软着陆。此次成功落月，使

得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实现月

球软着陆国家。

自 1958 年以来，世界各国迄今共进行了

129次月球探测活动，其中成功或基本成功 66

次，失败 63次，成功率仅有 51%。迄今只有美

国实现了载人登月，苏联开展了两次月面无

人巡视探测任务。

前沿探索

两名被“治愈”艾滋病患者病情“死灰复燃”
美国哈佛大学一家附属医院宣布，两名

在接受骨髓移植后似乎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病情复发，艾滋病病毒已经在他们体内重新

出现，血液之外或另有持久而重要的 HIV“藏

身地”。对苦苦找寻艾滋病治疗突破方向的

医学界而言，这一令人失望的消息可谓是沉

重打击，但它仍为消灭艾滋病提供了重要的

新线索。

找到火星曾有淡水湖的直接证据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部署的、

在火星干燥的表面四处逡巡的“好奇号”火星

车首次发现了火星曾有一个淡水湖存在的直

接证据。这个淡水湖里已经没有水，但在 36

亿年前，其或曾孕育了微生物。该最新发现

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坚实的证据，表明火星曾

经非常宜居。

“罗塞塔”探测器明年登陆彗星
欧洲空间局（E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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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月，处于休眠状态的

“罗塞塔”号探测器江北唤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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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彗星冰封的表面进行取样分析，以

更好地了解彗星的组成成分及其在太阳系形

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银河系数十亿行星或拥有对流层顶
华盛顿大学的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的大

气与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大气所共

有的对流层顶这一特点，很可能也是银河系

数十亿行星普遍具有的。了解这一点或许有

助于寻找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外星球，且也

可能有助于寻找外星生命。

海床下发现丰富淡水储备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称，

他们已经确认在海底海洋地壳下存在着丰富

的淡水，储备量是我们自上个世纪 1900 年以

来从地下所提取的淡水总量的 100 倍，在当

今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可供支持未来

人类发展。但需小心的是，这笔宝贵资源历

经几十万年形成，一旦开采无法补充。

乳腺癌入侵周围组织的“向导”被找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确定了一

类独特的乳腺癌细胞，其是引领癌细胞入侵

周围组织的“向导”，而入侵是癌症转移这一

致命过程的第一步。小鼠实验中这癌细胞转

移的第一步已被成功阻止，其意味着可能找

到了癌症“装甲”的薄弱环节以及治疗的潜在

新靶标。

本周争鸣

诺奖得主抨击三大科学期刊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

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韦恩·谢克曼，日前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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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指责在科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三大期

刊编辑部均做出了回应，表示并不会受浮华

因素所驱动。

一周之“首”

太空中首次发现惰性气体分子
两个研究超新星爆炸残骸的国际科研小

组分别报告称，他们在宇宙中首次发现了惰

性气体分子，并在恒星爆炸的中心首次观测

到 生 命 的 六 大 基 本 元 素 之 一 —— 磷 的 形

成。 此前，科学家已观测到生命的另五大基

本元素碳、氢、氧、氮与硫在宇宙中的起源。

一周技术刷新

法科学家找到制氢新方法
法国里昂的科学家们对一个自然过程进

行了改进，得到了一个可大量快速生产氢气

的新配方——高温高压下水和橄榄石可生成

氢，最新发现有望推动氢气的广泛应用。

用于颅面骨再生的水凝胶支架问世
美国莱斯大学生物工程师开发出一种水

凝胶支架，可用于颅面骨组织的再生。这种

支架初期为液体，到体内后会变成固体凝胶，

填满缺陷后可再变成液体从体内清除。

奇观轶闻

喷射200千米的间歇泉
如果身处木星的卫星木卫二，你也许能

时不时看到高达 200 千米的壮观喷泉。日前

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像，确定在木卫二

南半球的两个区域有着过多的氢和氧，而解

释只有一个——其由木卫二喷射出来的水被

电解而来。这可能是木卫二冰冻表面下隐藏

着一个巨大海洋的最好证据，也是在木卫二

找寻生命历程中的“特大喜讯”。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12月9日—12月15日）

随着嫦娥三号稳稳落在虹湾着陆区，多日

关注中国此次探月的海外专家更增加期待，从

不同角度讲述其深远影响及未来合作。

不合作？没理由

“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将加深我们对太

阳系的认识。我们欧洲航天局期待了解更多

嫦娥三号的探测成果”，欧航局对华关系负责

人卡尔·伯奎斯特对新华社记者评价道。

他说，在空间科学和探测领域，“我们没有

理由不合作，因此欧航局每年都与中国科学家

会面，探讨一起共事的可能性。我确信，这种

合作今后将越来越多”。由于希望了解中国合

作伙伴如何工作，“我们认为学习对方的文化

和语言是重要的”。

位于美国休斯敦的月球与行星研究所所

长斯蒂芬·马克韦尔表示，对于嫦娥三号的任

务，中国一直非常开放，这让我很高兴。通过

与中国科学家交流，该研究所对此次探月有了

全面深入的了解。“希望这种层次的共享继续

下去”，他说，早交流、多交流，可以让科学回报

最大化，使不必要的重复性努力最小化。

探测力 未曾有

美国行星科学家埃米莉·勒科达瓦指出，

“嫦娥”和“玉兔”的自主导航能力及其携带的

极紫外相机、月面光学望远镜和测月雷达，都

是美苏上世纪探月时不曾用过的。记得美国

探月最初是从一系列硬着陆测试开始的，“嫦

娥”正在跨越式进步。

勒科达瓦还认为，中国的太空计划目标或

许比载人登月更为深远，当然实现目标不可能

一蹴而就，每次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就行。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和天文系

专家迈克尔·里奇说，人类此前登月时所用的

探测器无法拥有现在这样先进的计算技术。

中国此次探月有望展现无限激动人心的成果，

可为将来考察更遥远的行星探索道路。

“中国航天人每年都会做些新事，这令人

激动。我对中国此次任务带来的绝妙图像和

科研成果充满期待”，里奇兴奋地说。

论意义 众瞩目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地球与行

星科学系专家伊恩·克劳福德说：“我认为，一

次成功的着陆与月球车任务，对月球探索有巨

大意义。30 多年来的首次月面可控软着陆由

中国成功实施，已经显示出足够的重要性，其

携带的有史以来第三辆无人月球车，也是装备

现代仪器的第一辆月球车必然举世瞩目。”

韩国贸易协会的李凤杰博士认为，中国在此次

探月中出色运用最新航天科技，向世界展示了其

综合国力，特别是综合制造力。这种展示和中国

航天科技的发展，对于全球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韩载振

博士则表示，实施“嫦娥”探月项目，对提升中

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和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具

有积极意义。他指出，中国航天技术的不断提

高，是中国经济成长能力和动力的一种体现，

这说明中国有足够能力制造出高度精密的产

品。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对中国经济

走向产生积极影响。（采访记者：郭洋、林小春、
郭爽、权香兰，执笔记者：栾海）

嫦娥落月玉兔巡视海外专家多期待
新华社记者

乳头抽吸检测不能
有效筛查乳腺癌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新警告说，一种叫

做乳头抽吸检测的新技术无法替代乳房 X

光检查，没有证据表明它能够有效用于乳

腺癌早期筛查。

所谓乳头抽吸检测，是指用抽吸器采

集乳头中的液体，从中筛查不正常或潜在

致癌的细胞。美国药管局日前发表声明

说，现在有一些公司推广乳头抽吸检测，并

称它是最新、最了不起的乳腺癌早期筛查

工具，比乳房 X光检查简单、舒服而且痛苦

少。然而，没有临床证据支持这些说法。

美国药管局卫生官员戴维·勒纳在声明

中说：“美国药管局的担忧是，乳头抽吸检测

正被吹捧为筛查诊断乳腺癌的独立工具，被

吹捧为可以替代乳房 X光检查。我们担心

女性会放弃乳房X光检查，而转用乳头抽吸

检测。”勒纳说，迄今没有任何科学数据表明，

单独使用乳头抽吸检测可以有效筛查乳腺

癌或其他任何病症，人们只是在研究它能否

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以筛查乳腺癌。

美国药管局说，乳房X光检查由于需要

挤压获得清晰的乳腺平片图像，会使女性感

到不舒服，但它是筛查乳腺癌最有效的方

法。因此建议做过乳头抽吸检测的女性不

要弃用乳房X光检查。勒纳说：“底线是，女

性筛查或检测乳腺癌，不应该只靠乳头抽吸

检测。乳房X光检查依然是黄金标准。”

中英高等教育论坛
在诺丁汉举行

科技日报伦敦12月15日电 （记者刘
海英）中英高等教育论坛日前在英国诺丁

汉生物城举行，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在内的 20 余所中国高校的

代表与英国同行和政府、企业代表共同就

创新合作问题展开了探讨。

此次论坛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承办，论

坛主题为“协作创新”。两国与会代表就中

国的创新研究、高校间的创新合作、高校与

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分组讨

论，共同探讨如何促进中英两国的创新合

作，打造新型合作模式。

中国驻英国科技参赞陈富韬参加了此

次论坛，并对中英两国的创新合作表示欢

迎。诺丁汉大学副校长克里斯·路德教授

则表示，在过去 10 年中，诺丁汉大学与中

国各级政府、企业界以及很多高校建立了

很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双赢的合作，不仅有

助于科学研究，也有助于中英两国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

高等教育是英国的第六大出口产业，

而中国目前的研发支出则仅次于美国，居

于世界第二位，因而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

产业将目光越来越多地瞄向了中国。

欧洲将生产18支
阿丽亚娜5型火箭
据新华社巴黎12月14日电 （记者黄

涵）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下属的阿斯

特里姆空间运输公司 14日宣布，该公司已

与阿丽亚娜航天公司签署合同，将为其生

产 18支阿丽亚娜 5型火箭。

今年 9 月，两家公司就再建一批阿丽

亚娜 5型火箭达成框架协议。这份合同就

是在框架协议基础上签署的。据介绍，这

批火箭总价值超过 20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8.34元人民币），计划从 2017年开始发射。

这份订单签署后，阿丽亚娜公司正在

生产和等待生产的阿丽亚娜 5型火箭数量

达到 38支，其发射服务时间表已排到 2020

年前。

伊朗称再次将
活猴送上太空
新华社德黑兰12月14日电 （记者杨

定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

朗 14 日第二次成功利用运载火箭将一只

活猴送上太空并安全回收。

报道称，火箭达到距地面 120 公里的

亚轨道高度，太空舱于 15分钟后安全返回

地面。这是伊朗第一次使用液态燃料运载

火箭送活猴上太空，科研人员通过仪器全

程监控活猴的生命体征。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

表声明说，祝贺伊朗科学家利用“科研”号

火箭，成功将伊朗第二位“猴子宇航员”送

上太空，并使其安全健康地返回。

伊朗此前已将一些动物送上太空，包

括老鼠、乌龟和蠕虫。今年 1月，伊朗曾使

用国产“开拓者”号运载火箭将一只活猴送

上距地面 120 公里的轨道，随后按计划返

回地球，猴子成功存活。

伊朗官员表示，该项目将帮助伊朗为

运送宇航员上太空作准备。

“嫦娥”成功落月，“玉兔”上路探险，无不

让海外国际媒体心驰神往，好评如潮。

“大胜”之日

在“嫦娥”顺利着陆后，世界各国媒体

都迅速转发来自中国的探月最新消息，热

评不断。

美国专业网站“太空网”援引美国圣母

大学首席月球科学家克莱夫·尼尔的话报

道说，对于月球科学和探索来说，“嫦娥”落

月日——12 月 14 日“是个伟大的日子，祝贺

中国和嫦娥三号项目团队”。此次登月堪称

史上最“惊艳”的月球任务之一，这一成功具

有历史意义。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登载的文章称，

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实现月面

软着陆的国家，这是中国太空计划最新取得

的重大胜利，是这个崛起大国雄心勃勃实现

太空计划的又一个里程碑。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自起飞开始，嫦

娥三号的各项进展都很完美，中国拥有的太

空知识非常扎实。

举足轻重

挪威《晚邮报》详细报道了“嫦娥”和“玉

兔”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并评论说，“嫦娥”成功

登月，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航天领域的地位，为

人类航天史书写新篇章。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网站在报道中感叹，

中国探月计划真是“说到做到”，这一成就标

志中国在实现更宏大的航天计划中迈出重要

一步。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在 14日

完成了 37年来月面首次软着陆，中国凭借自

己的力量已成为探索太空的重要角色。中国

太空项目的一系列成功，正鼓舞其他国家增

加投入，在航天领域发力。

《纽约时报》登载的文章在列举中国的

诸多探月成就后评论说，现在的中国更富

有、更强大。

中国“智”造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专家成斌对当地

媒体说，中国认为自己应为世界科研事业作

出贡献，这次登月就是中国在为人类探索月

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太空计划的优势

在于有相关政策支持，能够保证持续投入。

据《纽约时报》报道，“嫦娥”和“玉兔”都

携带了新型探测仪，所以这次探月很可能获

得非常有趣的科学发现。

该报还援引美国月球与行星研究所科

学家保罗·斯普蒂斯的话说，嫦娥三号的载

荷能力超过玉兔车十几倍，所以此次登月

的一项重要任务可能是测试着陆器的载荷

能力，为今后发展更强大的登月运载能力

做准备。

美国“太空网”载文说，中国航天人在逐

步了解如何进入更遥远的太空，他们大步前

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将站在世界航天

的最前沿。

（采访记者：王宏彬、郭爽、戴晓峥、林小
春、张大成、刘绍平、黄涵、李国荣，执笔记者：
栾海）

嫦娥为国际媒体推开览月窗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4日电 （记者林小
春）无论是“嫦娥”发射，还是成功登月，都恰

逢周末，但这阻止不了网友在社交网络上谈

论“嫦娥”的热情。按发帖数量计算，嫦娥三

号已迅速攀升为 14 日美国社交网站最热门

话题之一。

署名 Astro0 的网友写道：“快，出去看看

月球，那儿来了个崭新的物体，闪闪发光！”一

个叫“小行星行动”的美国民间组织“通报”

说：“太阳翼已经展开。37 年后，月球上首次

有了活的探测器。”

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纳塔利·柯伦

在推特上评论道：“真令人兴奋，这是 37年来

首次有探测器‘访问’而不是‘砸进’月球。37

年啊，哇！我想月球可能以为我们忘记它了

呢！”

署名马克·诺尔的网友说，他为嫦娥三号

的成功着陆“兴奋得发抖”，今天月球不再遥

远！美国网友索斯藤·卡尔宁称赞道：“祝贺

中国，棒极了！”来自瑞典的彼得·利延贝里

说：“37 年后，人类探测器终于又现身月球。

谢谢您，中国！谢谢您，嫦娥三号！”

美国“搜寻外星文明研究所”卡尔·萨根

中心的弗兰克·马尔希说：“用了 37年才重返

月球，想到这个就有点淡淡的悲伤。”

来自澳大利亚的天体物理学家凯蒂·马

克说：“自我有生以来，中国是唯一在月球上

‘软降’某个物体的国家。”这句话引起许多网

友共鸣，被大量转发。

在美国航天城休斯敦工作的罗伯特·弗

罗斯特说：“上一个探测器月面软着陆时，我

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没出生呢。祝贺中国国家

航天局和与之合作的欧洲航天局。”署名詹姆

斯·摩根的网友则回应说：“天啊，我都感到老

了，我第一次听说月球软着陆时才 4岁大。”

在谈及“嫦娥”不多的某社交网站，纽

约网友保罗·克莱因在追问：“等等，等等，

等 等 …… 中 国 去 了 月 球 ？ 为 什 么 不 讨 论

这个？”

美国自 1972 年后就没再实施过月面软

着陆，美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重返月球。署

名西蒙·拉斯科夫斯基的美国医学研究者说：

“中国（探测器）登上了月球，是该我们回去的

时候了。”

国外网友热侃月球不再遥远

怀抱“玉兔”的嫦娥三号已然降临月球，华夏

千年登月梦成真。面对这一盛况，很多海外航天

专家在惊叹之余，不约而同地谈论他们对中国航

天发展的观察心得，表达对华航天合作的愿望。

聚焦探月利器

俄罗斯太空自动导航专家谢尔盖·马尔采

夫对新华社记者说，上世纪 70年代的苏联月球

车全靠地球远程遥控完成每个动作。玉兔月球

车能自行安全轧过小障碍，对大坡、坑洼等实现

自主避障，这有赖于其自主导航系统，而成功研

发该系统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是

玉兔车与苏联月球车的最主要区别。

马尔采夫还指出，目前在探测器软着陆技

术方面出现一种通过激光扫描辅助避障的趋

势，这在嫦娥三号落月时采用的“激光测距及成

像敏感器”上得以体现，它能提高测距、测速和

精避障的准确度。俄罗斯正在进行此类研究。

曾为欧洲航天局研制火星着陆探测器的英

国科学家科林·皮林格表示，嫦娥三号的定点登

陆技术和月球车自主运行、探测功能都相当先

进，有些仪器是首次在月球使用，比如极紫外相

机和测月雷达。无论美俄航天机构还是欧航

局，都对此类技术非常感兴趣。“我相信‘嫦娥’

和‘玉兔’会有丰富收获，为我们带来更多未知

的月球信息。”皮林格说。

热议与华合作

在此次落月探测期间，欧洲航天局积极与

中方机构开展了遥测、定位合作。

欧航局地面设施外部服务部负责人格哈

德·比利希介绍说，对外星探测器进行遥测、遥

控、跟踪，可为探测器精确定位，但这需要全球

多个站点共同合作，各国都是如此。此次探月

过程中，欧航局空间操作中心与中方机构开展

了此项合作，双方已共同完成了“嫦娥奔月”过

程中的测控、定位，下一阶段工作将在月面考察

期间再度展开。

德国航空航天工业联合会新闻发言人科内

利亚·阿蒙表示，该组织十分关注嫦娥三号探月

计划，这次任务的成果将为月球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并推动相关研究继续开展。明年 5月

柏林将举办国际航空航天展，“我们热切期待中

国的强势参与”。

巴兹·奥尔德林是世界首批登月的美国宇

航员之一。他指出：“嫦娥三号告诉我们，美国

现在绝对需要与中国在探月合作方面进行交

流，我们是知道如何把外国伙伴纳入进来的。”

另一位美国登月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则认为，中

国将是下一个载人登月的国家，“与中国一同探

月是个好想法”。

共话嫦娥作用

熟悉阿波罗登月飞船的奥尔德林和塞尔南

认为，从嫦娥三号的整体任务来看，中国已在有

关外星探索的热控制、系统集成、电气系统设计、

软件、指挥、控制和推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此外，从体积和重量上看，嫦娥三号就像是

缩小版的飞船登月舱的下降级（着陆并永驻月面

的组件），将来可在此基础上加装内设宇航员座

舱的上升级，使之成为载人登月飞船的雏形。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濑川

至朗对新华社记者说，自上世纪落月探测以来，

科学技术取得巨大发展，此次落月的“嫦娥”和

“玉兔”无疑会采用尖端自动探测技术。他认

为，利用最新科技探月能让人们领略最新的“科

学智慧”，“给我们带来感动”，并且有机会共享

空间探测知识，因此意义特别重大。日本也在

进行月球探测，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俄宇航员科瓦廖诺夫则指出，中国汲取前

人探月的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正确的探月道

路。中国探月计划可以促进、引领其他国家探

索月球，使月球最终成为人类向更遥远太空跃

进的跳板。

（执笔记者栾海，采访记者赵嫣、刘石磊、郭
洋、林小春、蓝建中）

嫦娥玉兔带来探月新视野
新华社记者

12月14日，嫦娥三号平稳落月，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成功。这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嫦娥三号探测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