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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意大利，科学家正尝试革新农业生产，试图

在海底培育农作物。在他们的海底农场，有五个透明“农作物豆荚”

被固定在海底，在里面可以培育草莓、罗勒、豆子、大蒜和生菜。

这个农场位于意大利萨沃纳的诺丽海湾，名叫尼莫花园。海底农场

项目的科学家说：“‘农作物豆荚’内壁的冷凝水，可以为植物提供水分。此

外，‘豆荚’的温度基本保持稳定，这都为植物创造了理想的生长条件。”

这些“农作物豆荚”大小不同，可以在水下5.5米到11米浮动。科学

家在“农作物豆荚”中安装了远程摄像头，可以很容易监控里面的所有植

物。他们还安装了传感器面板，它可以获取“农作物豆荚”内的实时数

据。更有意思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观看“农作物豆荚”。

该项目的一位发言人说：“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很难进行传统农

业种植的地区，创造一种新的农作物生产方法，即使这些地区缺乏淡

水、土壤贫瘠、温度变化极端。”

海底种菜
远程监控

未来农业新选择

飞了 9 年半，横跨 48 亿公里，“新视野”号探

测器在北京时间 14 日晚间，从位于太阳系边缘

的冥王星身边“擦肩而过”。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约会，“新视野”号探测器

以每小时 5万公里的速度环顾冥王星，24小时的

飞掠过程惊艳四座。

至此，冥王星——这颗曾经的“太阳系九大

行星”成员从未有任何航天任务到达的历史将被

改写，“追星”的探测器又一次成为人类探索奥妙

宇宙的功臣。

从 1960 年，美国向金星发射“先驱者 5 号”

探测器开始探索太阳系的行星，到 2015 年“新

视野”会面冥王星，探测器通过飞掠行星拍摄

照片、在行星表面硬着陆、绕行星飞行以及在

行星上软着陆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对地球“邻

居”的认识。

走走，，我们约会吧我们约会吧
——盘点那些盘点那些““追星逐日追星逐日””的深空探测器的深空探测器

从1960年美国向金星发射“先驱
者5”号探测器开始探索太阳系的行星，到
2015年“新视野”会面冥王星，传统太阳
系中所有行星都至少被人造太空船探访
过一次。人类遨游太空的梦想从未停歇，
让我们一起盘点半个世纪里深空探索器

“与星共舞”的奇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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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当你不远万里走到新西兰的一些石灰岩洞穴探

险时，你可以扔掉你的头灯。因为那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南光虫和新西

兰萤火虫，它们紧贴着洞穴的内壁和洞穴顶部，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这些萤火虫是新西兰特有的，它们广泛分布在自然洞穴和废弃

矿山中。为了拍摄到小昆虫发出的明亮光芒，摄影师约瑟夫·迈克尔

徒步进入了其中的四个洞穴。他说：“虽然相机通过长时间曝光可以

增强摄影效果，但身临其境的欣赏这些美景是无法替代的。”

新西兰的这些昆虫孵化后，幼虫会在洞穴顶部和内壁吐丝。它

们大约会吐出 70根丝线，每根丝线大约 50厘米长，可以捕获蜉蝣、蚊

子、飞蛾等昆虫。发光的软丝线可以更好的吸引猎物。迈克尔说：

“这里看起来就像我们头顶的星空，太奇特了。”

在蛹和成虫阶段，这种昆虫也会发光，但此时发光的关键作用是

吸引异性。这种昆虫肾脏内的一种化学反应使它们获得了发光能力。

美丽溶洞
萤火虫织就
绚丽星空

文·本报记者 何 亮

Scalevo这款轮椅和其他轮椅可不一样，它不只可以可以前后滚

动，还可以利用可伸缩装置上下楼梯。这款轮椅的设计团队均由刚

刚二十出头的学生组成。

这款轮椅的设计团队由九名本科生构成，他们都来自瑞士联邦技

术学院。这九个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在设计这款产品。现在他们终于

制造出了性能优良的原型设备，而且野心勃勃地打算开始生产成品。

据悉，在前后滚动模式下，Scalevo 会将轨道装置收到轮子的上

方。如果用户按下按钮，Scalevo就会放下轨道并开始自动攀爬楼梯。

其中一名学生贝尼·温特说：“Scalevo 利用传感器测量楼梯高

度，然后进行运动。用户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控制速度。如果你

放开操纵杆，Scalevo 就不会继续运动。这是一个安全功能，可以保

障用户的安全。同样你通过操纵杆选择的运行速度越快，轮椅的爬

楼梯速度就越快。”

实际上这款轮椅不仅可以上下楼梯，它还可以跨越大部分路面

常见的障碍物。如此一来，轮椅用户就不需要在轮椅卡住的时候向

他人寻求帮助。

轮椅爬楼梯
跨越障碍物

9名本科生设计

旅行者号探测器是 1977 年美国发射的两颗

行星探测器。它们巧妙地利用巨行星的引力作

用，适时改变轨道，从而达到同时探测多颗行星

及其卫星的目的。在探测了木星和土星后，旅行

者 1号目前已进入太阳系最外层边界，成为飞离

地球最远的人造飞行器。

旅行者 2号探测器虽然速度较慢，不过倒是

完成了最早“外太阳系大旅行”计划的目标，成功

连续访问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旅行者 2 号在 1981 年 8 月 25 日最接近土

星 。 旅 行 者 2 号 使 用 雷 达 探 测 了 土 星 大 气

的密度和温度，发现土星内层大气温度反而

较高。

旅行者 2 号在 1986 年 1 月 24 日在距天王星

50679 英里处掠过，成为首个掠过天王星的探测

器，并随即发现了 10 个之前未知的天然卫星。

另外太空船亦探测了天王星由其自转轴倾斜

97.77°缘故而独特的大气层，并观察了它的行

星环系统。

三年之后，旅行者 2号在 1989年 8月 25日最

接近海王星。它获取了海王星附近的带电粒子、

磁场等信息，对海王星拍照还发现了一个大黑

斑，但多年以后哈勃望远镜却没有观测到，其中

奥秘或许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旅行者2号一次性拜访：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当前，与冥王星亲密约会的“新视野”号探测

器是美国宇航局“新疆界”计划实施的第一个探

测项目，第二个探测项目则是 2011年 8月发射的

“朱诺”号探测器，它如今还在飞往木星的途中，

预计到 2016 年 7 月将飞抵绕木星运行的轨道

上。届时，“朱诺”将完成对木星的 32 次轨道绕

行。通过它的探测，科学家希望了解木星这颗巨

行星的形成、进化和结构等。

在“朱诺”之前，美国曾于1989年发射过专门

探测木星的“伽利略”号探测器，历时6年飞行，于

1995 年 12 月抵达环木星轨道。在运行 7 年多时

间内创造多项记录：绕木星运行 34周，与木星主

要卫星 35次相遇，发回包括 1.4万张照片在内的

３万兆比特数据；在木星的三颗卫星上发现了地

下液态盐水存在的证据，第一次从轨道上对木星

系统进行了完整考察，第一次对木星大气进行了

直接测量……获得了大量有关木星的探测数据。

“伽利略”号探测器呈不规则长形体，总重约

2717 千克，由木星轨道器和再入器两部分组

成。在到达木星前约 150 天时，两者分离，轨道

器环绕木星运行探测。轨道器上还装有很多精

密的探测仪器，如 CCD摄像机、近红外绘图分光

计、磁强计、高能粒子检测仪等对木星磁层进行

探索。

“伽利略”号探测器原定约 2 年的使命先后

被 3 次延长，北京时间 2003 年 9 月 22 日凌晨“伽

利略”纵身“跳”入木星大气层，以一种近乎自杀

的方式使自己焚毁，为长达 14 年的太空之旅画

上了句号。

而从 1972年美国发射的“先驱者 10”号探测

器算起，人类已经向木星派遣了 10多位探测“使

者”。这些探测器以飞掠和环绕的方式为主，在

围绕木星系统运行期间，对木星进行多次全方位

的“身体检查”，以获取大量珍贵资料。

“朱诺”与“伽利略”为木星做“体检”

水星距地球约 9100 万公里，是太阳系里最

小的行星。与其他行星相比，人类对它的关注

度显然冷漠很多。迄今为止，只派出两枚探测

器——“水手 10”号和“信使号”前去到访。

“水手 10”号是人类设计的首个执行双行

星探测任务的飞行器，也是第一个装备图像系

统的探测器，它的设计目标是飞越水星和金星

两大行星。

1973 年 11 月 3 日，由美国发射升空，先是从

距金星 5760 千米的地方飞过，然后它继续朝水

星前进，分别在 1974 年 3 月 29 日、1974 年 9 月

21 日、1975 年 3 月 6 日掠过。因为“水手 10”号

每绕太阳一圈，水星正好绕两圈，这使它每次

回到水星时都是在以前的同一地点。在第三次

“水手10”与“信使”揭开水星的面纱

当人类开始有能力挣脱万有引力飞向太空

时，首枚火星探测器也上路了。迄今为止，全球共

进行四十多次火星探测计划，成功登陆十余次，包

括美国的“双胞胎”火星车——“勇气”号与“机遇”

号在内，火星探测器中出了很多“明星”。

“机遇”号是一个六轮太阳能动力车，六个轮子

上有锯齿状的凸出纹路来适应地形，每个轮子都有

自己的马达。太阳能板阵列能够在每个火星日产生

约140瓦的电力，让可充电式的锂离子电池储存电

力并在晚上使用将近4个小时。它的车体作业温度

介于-40℃到40℃，车上的电热器在必要时能支援

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也提供基本的温度控制。

今年 7 月 7 日是“机遇”号火星探测器发射

12 周年。2003 年 7 月 7 日，“机遇”号发射升空，

2004 年 1 月 25 日在火星表面安全着陆。根据美

国宇航局最初的设想，“机遇号”只在火星上执行

90 天的任务。但一转眼，它已经在火星上“摸爬

滚打”了十多年，而且仍在正常工作。

“机遇”号在火星上有众多发现，如形成于酸

性湖泊的岩石、陨石，而“机遇号”还将继续在火星

上进行探索，因为它发现一处包含形成水的黏土

沉积层，意味着古老的火星可能有湿润的环境，进

而寻找到生命存在的证据。

与“机遇”号探测器发达的行动能力不同，它

的同胞兄弟——“勇气”号具有一个“最强大脑”，

它的“大脑”是一台每秒能执行约 2000万条指令

的计算机，“颈”和“头”是火星车上伸出的一个桅

杆式结构，距火星车轮子底部高度约为 1.4米，上

面装有一对可拍摄火星表面彩色照片的全景照

相机作为“眼睛”。当“勇气”号发现值得探测的

目标，它会以 6个轮子当腿，运动至目标面前，然

后伸“手”进行考察。考察工具之一是显微镜成

像仪，能像地质学家手中的放大镜一样，以几百

微米的超近距离对火星岩石纹理进行审视。另

外还有穆斯鲍尔分光计和阿尔法粒子 X 射线分

光计，可以用来进一步分析岩石构成。

“勇气”号在十多年的任务执行中，最大的收

获就是首次对火星土壤进行了取样分析，获得了

一批宝贵数据，并意外发现了此前没有料到的化

学物质——橄榄石。

“双胞胎”探测器寻找火星生命存在的证据

人类对其他行星的探索始于地球近邻——金

星。早在 1960 年，美国就向金星发射“先驱者

5”号 探 测 器 ，但 这 次 任 务 因 电 池 故 障 而 失

败。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向金星发了四十多

枚探测器，其中成功飞掠十多次。

去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东京大

学研究小组宣布，日本“晓”号金星探测器观测太

阳风获重大突破。肩负探索金星灼热原因的

“晓”号探测器，自 2010年成功发射至今，虽然接

近了金星，但因主发动机发生故障未能成功入

轨，目前一直环行在太阳周围。

而 欧 洲 空 间 局 的“金 星 快 车 ”探 测 器 ，于

2005 年 11 月 9 日 发 射 升 空 ，2006 年 4 月 11 日

抵达并绕金星飞行，它绕飞金星工作 8 年，成

为欧洲空间局最成功的探测器之一。“金星快

车”携带有空间等离子体和高能粒子分析器、

高分辨率红外傅立叶变换光谱仪、紫外与红

外光谱仪、无线电科学仪器、低频雷达探测器

和金星探测照相机等多种仪器，主要任务是

对 神 秘 的 金 星 大 气 层 进 行 更 精 确 的 探 测 。

而 目 前 ，该 探 测 器 燃 料 耗 尽 ，无 法 继 续 和 地

球联络。

“金星快车”探索金星大气层的奥秘

科技日报讯 日前，为解决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转接难问题，中铁电气化局京沪高铁维管公

司党委创新推出了“电子党员证”，使每个党员有

了“电子身份”，实现了党组织管理信息化，教育

电子化、转接快捷化等功能。

电子党员证包括党员个人信息，入党誓词，

党费收缴、最新形势任务教育等内容，实现了个

人学习与组织教育的相结合；把电子党员证按组

织管理权限上传至协同办公平台，设置相应管理

权限，实现“云”储存与管理；在关系转接时，只须

按管理权限，由管理员直接把个人关系转移，克

服了传统关系转接层层寄送的弊端，实现了内部

关系转接快捷化。目前，京沪高铁维管公司已将

“党员电子证”按组织序列挂上 OA 平台，方便各

级党组织网上查询、网上注册、网上教育等。

（钟泽华 何振杰）

京沪高铁维管公司实现管理信息化
科技日报讯 7月 9日，由安发国际控股集团

暨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安

发（长白山）生物科技园奠基仪式在延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举行。

据介绍，安发（长白山）生物科技园及北药原

料基地投资项目，总占地面积 500 亩，原料基地

1000亩。项目分两期建设，2015年开工，2020年

底全部建成投产。建设内容包括 GLP 重点实验

室、天然药物及保健食品 GMP 车间、食品 QS 车

间、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智能化立体仓库、智能

制药设备区、GAP 种植示范区、办公综合区等。

主要生产品种有片剂、软胶囊、口服液、颗粒剂、

中药饮片等保健品、食品。项目全部投产后，可

年产 50 亿粒（片）生物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年

可实现产值 150 亿元，上缴税金 5 亿元以上。同

时，该科技园将建立起生物产业链条，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成为吉林省的“生物科技、生物工业、

三农经济”生物高科技示范企业。 （孙川）

安发生物科技园落户延边

科技日报讯 （宋飞龙）日前，中铁置业上海

公司开展创新学习活动，通过 OA 平台、微信群

等方式开展学习活动，创新方式、形成氛围，为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据了解，该单位还结合“学习工作化、工作学

习化”要求，积极开展“导师带徒”、青年员工职业

生涯规划等活动，促使员工学习向提升素质、提

升能力的转变，帮助青年员工更好更快地成长。

此外，为了抓好项目的管控，组织项目运营部

人员参观万业紫辰苑等开发项目现场管理、营销管

理、项目设计等开发理念、管理模式、营销手段，汲

取房地产开发的经验；为有效控制项目开发的成

本，提高开发项目的效益，结合公司“中铁·北城时

代”项目成本管控要求，组织成本专业人员去北京，

考察学习兄弟单位在项目总承包招标中的管理经

验。通过实践学习的方式，提高了项目管控水平。

OA平台、微信群让创新学习活动再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7 月 12 日，由中国

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国资委《市场观察》杂志社

主办的“幸福中国德行天下”大型公益活动在国

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正式启动，旨在倡导“节

俭惜福、养德圆梦”的观念，传播正能量，共筑中

国梦。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通过全民幸福调

查，接受全国网友的推介和投票，从教育、就业、

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居住条

件、环境等方面评选幸福家园。活动还将根据 3

个月的网络调查结果，对幸福城市、幸福社区、幸

福农村进行重点推介；同时，组织开展幸福中国

每月谈、幸福中国行和幸福中国图片展等大型系

列公益活动。

“幸福中国德行天下”公益活动在北京启动 尽管还未确定全息眼镜“HoloLens”推出的时间，但微软近日发

布的视频却向我们揭示了更多的细节。利用这种增强现实的头戴设

备，医学院的学生可以更直观地学习到关于人体解剖的知识，包括各

种特殊类型的骨折，以及心脏等器官的复杂病变。

医学院的老师正将传统方法与 HoloLens结合起来，帮助学生了

解人体的不同层次。在视频中，一位佩戴者进行了一次虚拟点击，骨

架便与全息人体的肌肉和血管系统分离开来。随着佩戴者的目光移

动，人体的不同部分就会被注释。

HoloLens在一月份公诸于众，它利用目镜将“全息”影像投射到

佩戴者的视野内，并利用传感器追踪佩戴者的头部活动，以保证全息

图处于同样的视野区域。该设备还具有一个能追踪佩戴者手部活动

的摄像头，方便进行互动。

微软公司设想有一天，人们能戴着 HoloLens在家里玩沙盒游戏

Minecraft。你可以在家里的咖啡桌上建造起一座虚拟城市。

虚拟点击
全息眼镜

帮你学解剖

掠过水星后，“水手 10”号耗尽了使它保持稳定

位置的气体，因此无法再对水星作进一步研

究。不过这 3 次近距离观测已拍摄到了超过 1

万张图片，涵盖了水星表面积的 57%，这为水星

的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性资料。

“信使”号水星探测飞船于 2004 年 8 月 3 日

升空，直接飞到水星只要 3 个月左右，但是为了

尽量压缩太空探测项目的开支，它在太阳系内进

行了 6 年多的长途环绕漫游：它要飞经地球一

次、飞经金星两次、环绕太阳 15圈获得足够引力

支持后，在第三次飞过水星时由于引力作用，“信

使”号会先被猛烈甩向金星，然后借助“弹弓效

应”，于 2011 年 3 月再次被弹向水星顺势“滑进”

水星轨道，进行环水星飞行。

“信使”号项目的持续时间只有 1年，但最终

这艘探测飞船运行了4年时间并向地球传回超过

28 万幅图像。“信使”号探测器的考察结果显示，

水星上曾经存在剧烈的火山活动，这一改之前人

类对水星的认识——它不是一个乏味而高温的

岩石星球，而是一个有着狂暴历史的怪异行星。

一些发现正逐渐让我们了解为何这颗行星如此怪

异，并进一步推断银河系中其他行星的一些情况。

““信使信使””号水星探测器号水星探测器

①①“旅行者1”号上的金属碟片留给外星人的信息
②②美国的“勇气”号火星车
③③““水手10”号1973年11月3日发射，成功对离

太阳最近的水星进行近距离探测，
④④美国“海盗”探测器拍摄到著名的“火星人脸”。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