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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姜靖）“同样跑 1 公

里，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10 米以上纯电动通

勤客车采用直驱系统至少需要耗费 1 度电，

而采用双电机双自动变速器的设计，最优可

做到 0.5度电。”近日，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家组成员、南

京越博动力董事长李占江博士在此间举行

的发布会上宣布，由该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

纯电动车双电机双自动变速器（DET）产品

问世，将大幅提升整车性能。

动力总成作为纯电动车的“心脏”，决定

了整车的性能。据李占江介绍，目前市场上

的纯电动车动力总成主要以直驱系统为主，

综合效率低、能耗较高、爬坡能力差，制约了

新能源电动车的推广应用。

“要满足 0—120 公里的时速，单靠电机

调速来改变车速的话，高效工作区只占了一

小部分，遇到复杂路况时耗能非常大。如果

长时间大扭矩工作，电机寿命等各方面也会

受到影响。”李占江说。

为此，南京越博提出全新DET设计方案，

可根据不同路况和车型，调配电机的工作区

间。两套电机性能不同，一个高效区在低速，另

一个高效区在高速，这样一来，无论载荷或车速

变化，都可保证电机尽可能工作在高效区内，在

80％以上的工况下电机均能保持在高效区间运

行。配合双自动变速器的设计，让车辆更节能，

加速和爬坡性能大大提升；同时，电机、变速箱

等整体体积变小，用材更省，降低了整车成本。

以大客车 DET产品为例，客车行驶过程

中动力从0到4200牛米连续变化，动力不再中

断，一举突破了目前全路况大型客车的技术瓶

颈。据介绍，DET系统适用于纯电动客车、纯

电动物流车以及纯电动乘用车等车型。

电动大客车一度电跑两公里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吴晶晶 余晓洁）自2013年12月14日

月面软着陆以来，我国嫦娥三号月球

探测器创造了全世界在月工作最长纪

录。嫦娥三号和玉兔月球车拍摄的迄

今为止最清晰的月面高分辨率全彩照

片不久前首次公布，让全世界看到了

一个真实的月球，也给全世界科学家

研究月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据介绍，这些照片是人类时隔40

多年后首次获得月球表面的最清晰照

片，可以看到月球表面的真实景象和

细节，玉兔月球车行驶留下的车辙痕

迹清晰可见，月球表面大大小小的岩

石、撞击坑的细节展现无遗。

这些照片和人类此前获得的月

球照片有什么不一样？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介绍，人类于

1969年至1972年6次登月，地点位于

月球正面的阿波罗带，获得了月球表

面图像，但那距今已经40多年，当时

使用的还是胶片相机，着陆技术、探测

手段、拍摄技术都远远落后于现在。

同时，我国嫦娥三号降落的地点

是月球虹湾区，这是人类航天器第一

次着陆该区域。虹湾位于雨海盆地西

北角，而雨海是月球表面最大的撞击

盆地之一，遍布年轻的火山岩、岩浆

岩，具有独特的地质背景，这将为我们

带来关于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全

新信息。

在科学家眼里，这些照片包含了

大量的科学信息。首先是与月球土

壤力学性质有关的信息。“根据嫦娥三

号着陆器和月球车在月面陷入的程

度，我们可以知道月壤的承重能力，这

为以后设计新的月球着陆器提供了

重要资料。根据车轮痕迹、深浅也可

以推断土壤的密度、孔隙、摩擦系数等

性质。”郑永春说。

放大这些高精度的照片还可以

看到覆盖在月球岩石和着陆器上的

月尘。郑永春介绍，由于月球的真空

环境，月球表面的尘暴不是风吹起的，

而是月尘颗粒受太阳光激发后带同

种电荷相斥而扬起，这与地球和火星

上的尘暴都不一样。通过对月尘分

布特征的分析，可以对这一无大气层

天体独有的现象进行研究。

月球上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

块也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小天体撞

击是月面最主要的风化过程。根据

石块形状、分布密度，可以看出这一地

区的形成过程，比如大石块多表明这

一地区受撞击的次数少，年代比较古

老；小石块多的地方说明受撞击次数多，这块地方还比较

‘年轻’。”郑永春说，“另外对石块分布规律的研究对月球车

在行进路线上安全规避也十分重要。”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嫦娥三号着陆区周围有很多小

的撞击坑。郑永春表示，由于月球的真空环境，撞击月球的

小天体不会像地球上那样在大气层中被烧掉，所以月球遭

受的小型撞击比地球多得多。通过研究月球上的撞击坑，

可以推测出月球遭受撞击的频率，推测出小天体进入地球

大气层的概率。此外，由于无法获得月球样品，撞击坑研究

也是获得月球表面年龄的主要手段，撞击坑分布密度高说

明这块区域比较古老。

目前，嫦娥三号已超期服役一年多。它的“姐妹”嫦娥

四号预计于2018年实现人类航天器第一次着陆月球背面。

嫦娥五号计划2017年前后实现“奔月—落月—采样—返回

地球”，中国科学家将用我们自主获得的月球样品开展深入

研究。

“通过这些照片深入了解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温

度、光照、辐射等环境参数，对改进着陆器和月球车设计，开

展月表深入探测以及未来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等都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郑永春说，“同时，这些照片和数据已向全

球科学家和爱好者免费开放共享，因为太阳系探测是全人

类共同的事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十余篇源自嫦娥三号数据的

科学论文登上顶级科学期刊。“除了照片，嫦娥三号上的其

他科学仪器传回了大量月球化学成分、矿物成分、空间环境

等探测数据，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将持续几年甚至数十年。”郑永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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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4月23日电（杨欣 记者付毅飞）23

日，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

百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迎接首个“中国航天日”。

记者从这场主题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共绘中国

载人航天和卫星导航新蓝图”的座谈会上获悉，载人航

天工程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

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重大国家工程，实施 20 多年来，

已成功发射 10 艘飞船和一个目标飞行器，成功将 10 位

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

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太空行走到交会对接，从单船飞

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取得载人航

天“十全十美”的成绩。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在会上介绍，今年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将全面展开。今年

9 月，我国将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10 月将发射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承载 2 名航天员，与天宫二号对接

后，进行为期 30天的驻留试验；2017年上半年将发射天

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对接后，进行推进剂补加

等关键技术验证，并开展搭载载荷应用试验。

周建平还表示，目前我国空间站研制建造也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2018 年前后，我国将发射空间站试验

核心舱，开始空间站建造，计划于 2022年前后完成。

北斗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

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

度、高可靠的定位、测速、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

信能力。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目前

我国已成功发射 22 颗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系统建

设正按计划稳步推进。2018 年，北斗导航系统将率先

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 年形成全球服

务能力。

会上，专家还就我国空间站完成组建后载人航天

的发展目标，载人航天工程在推动军民深度融合方面

的独特优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何更好地服务“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百余航天专家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
1970 年 4 月 26 日，一曲

脍炙人口的《东方红》在太空

唱起，奏响了中国人探索宇

宙的宏伟乐章。

46 载斗转星移。从东方

红一号卫星开创纪元，到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实现国人飞

天梦，再到嫦娥一号探测器

奔向月球，中国航天跨越三

大里程碑，阔步前行。

“我们计划 2020 年左右，

完成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

斗导航、高分观测等现有重

大科技专项；2025 年前后，全

面建成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推动空间信息应用规模

化 、业 务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

2030 年实现整体跃升，跻身

航天强国之列，以航天梦助

力中国梦。”首个中国航天日

来临之际，工信部副部长，国

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局长

许达哲向外界表示。

航天重大工
程“十三五”将
全面推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新 闻 发 言 人 王 中 阳 此 间 表

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全

面推进载人航天、深空探测、

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北斗卫

星 导 航 等 航 天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王中阳介绍，今年我国

将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和 神 舟 十 一 号 载 人 飞 船 ；

2017 年将发射天舟一号货运

飞 船 与“ 天 宫 二 号 ”交 会 对

接；2018 年前后将发射天和

一号空间站核心舱，作为空

间站建造的重要起点；2022

年完成空间站建设。

嫦 娥 五 号 飞 行 器 将 于

2017 年发射并实施月球采样

返回任务，如取得成功，将使

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自主掌

握 月 球 探 测 返 回 技 术 的 国

家；2018 年我国将研制并发

射嫦娥四号飞行器，实现世

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研制发射“高分六号”、“高

分七号”等 5 颗卫星，全面完成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建设，实现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

率的观测。

按计划，我国将于 2020 年前后建成新一代北斗导

航全球组网系统，形成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的

能力。

今年将发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和 X 射线脉

冲导航卫星，在高能天体物理领域，实现地面观测到天

地联合观测的跨越式发展，建立大尺度时空基准。

2020 年，我国还计划发射火星探测器，一步实现

“绕、落、巡”工程目标，对火星进行着陆巡视探测工作。

运载火箭能力已达到航天大
国水平

今年，备受瞩目的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将揭开神秘面纱，完成首飞后，将担负起载人

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使命。

“目前，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已达到航天大国的水

平。”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党委书记郝照平说。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

介绍，目前长征五号已进入发射前的冲刺阶段，各项准

备工作有序进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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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阅读有多可贵？公元前

4世纪米南德说，“喜欢阅读的人，就像拥有两个人生”。

然而，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七年持

续上升，首次超过 60.0％。尤其微信阅读飞速增长，超

半数国民进行微信阅读，刷朋友圈、看公众号已成为大

众生活的一部分。

数字化阅读趋势难逆转

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微信阅读有一个特点是大量社交

化，过去阅读是个人的事，和其他人关系不大，但是微

信实现了社交化、交互式的阅读，这种阅读体验和传统

模式有巨大不同。基于这样的特点，他认为未来人的

阅读行为、阅读模式、甚至是阅读内容、结构等都会变

化，以微信引导的移动化、社交化，甚至是视频化阅读，

加上更新的技术的应用，比如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会

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传播模式，而且

这种影响几乎是不可逆的。

虽说微信阅读有缺点和弊端，但未来可能会以自己

的一种逻辑，再自生长、自净化，甚至可能会出现新产品，

但它不会回到老的模式中去。当然也会存在一些结合，

例如把纸质阅读和移动化、社交化阅读做一些打通。

微信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差异，除了媒介不同，更根

本在于内容基本都是免费的，徐升国认为，这对传统媒

体的冲击是存在的。人们进入一个内容免费的时代；

另外就是微信阅读的高度移动化、碎片化，弱化了深度

阅读内容。微信阅读都以手机阅读为主，因此，每一个

微信的重度阅读者都深受其害，觉得眼睛疲劳，这种生

理反应也导致深度阅读不容易实现。

“苏格拉底的噩梦”真来了

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阅读与语

言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安娜·沃尔夫专门研究阅读如何

改变我们的思维。她撰写《普鲁斯特与乌贼》一书解读

阅读背后隐藏的思维奥秘。在文中，她谈到人每天花

费很多时间在电脑前接收大量信息，却未必能理解所

有信息。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大哲学家就担心人们在

刚了解一件事物时，就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

它。这会导致骄傲自负、一无所获。现在，老师和父母

们与苏格拉底具有同样的心境，年轻的数字阅读者是

否只会泛泛地阅读？这真是“苏格拉底的噩梦”。如果

年轻人不能充分发展批判性分析或创造性思维能力，

整个社会都将退步。

对于下一代“深入阅读”的能力和素质，玛丽安娜·
沃尔夫也表示担忧：“适应了数字阅读的孩子有耐心广

泛阅读和学习早期文化中的书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数字媒体不会提高阅读能力。当注意力的持续时间本

身还处在发展阶段时，比如对孩子来说，屏幕上出现的

每一个新的刺激都太有吸引力了，没法不去注意。年

轻的阅读者会跟着快速地转移注意力，根本没时间也

没有动力停下来，认真思考他们看到的东西。”

电脑屏幕上涌现的肤浅信息会淹没我们的好奇心

还是引发我们对更深刻知识的求知欲？持续的部分注

意力及多重任务的处理能力是否能引起我们对文字、思

想、现实及道德的深刻反思？被这些过于真实的影像惯

坏了的孩子，仍能脚踏实地吗？她表示，年轻阅读者阅读

电脑屏幕的时间与阅读书本的时间相比，高得不成比例。

徐升国也颇有同感，很多年轻人，思维非常活跃和

跳跃，但是不讲究逻辑的一致性、深度性和系统性。媒

体上常说的 90 后 00 后，和我们是两类人群，在他们眼

里，我们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因此有人把他们称作是

“数字原住民”，而我们是数字移民，不仅仅是阅读载体

的差异，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下转第三版）

微信时代：“阅读脑”会被数字化吗？
——世界读书日专家谈浅阅读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杨 纯

这是月面高分辨率照片。 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