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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梦然丝语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方

网站 2 月 26 日消息，他们正在评估其旗舰

项目——“太空发射系统”（SLS）火箭以及

“猎户座”载人飞船第一次飞行中就增加

人类宇航员的可行性。

SLS 意味着美国未来的深空探索能

力，其目标剑指火星，远远超过我们在太

阳系中曾经涉足的领域，最终这个曾经在

2016 年初被砍掉大量预算的计划，因种种

不得已的理由现正在加速其任务时间表。

肩负重担的火箭和飞船

2 月，外媒已有消息传 NASA 正在加

速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推进力火箭——SLS

的研发计划，更令人震惊的是，NASA 似乎

有意在火箭第一次发射时，就让“猎户座”

飞船携带宇航员升空。

SLS 本质上是一种从航天飞机演变来

的超重型运载火箭，之所以被称为“巨无

霸”，是因为它将是史上最强的运载火箭。

其第一阶段以 70 吨到 110 吨的任务为主，

之后会发展出130吨的货舱型载荷任务，最

终的运载能力将达到 143 吨甚至 165 吨。

除了庞大体形和惊人载荷，该火箭还将成

为载人赴火星任务的一部分，NASA希望能

以此铺就未来人类探索深远太空之路。

按 照 以 前 的 任 务 表 ，SLS 火 箭 将 在

2018 年进行首飞——也就是所谓的“探索

任务一”（EM-1）环节，届时将携带一个空

的舱室，宇航员并不会乘坐其中。直到约

2021 年，火箭才会发射“猎户座”载人舱进

入月球轨道。

但 现 在 NASA 宣 布 已 开 展 研 究 ，评

估 在“ 探 索 任 务 一 ”环 节 中 就 增 加 人 类

宇 航 员 的 可 行 性 。 他 们 将 审 查 技 术 可

行性、风险、效益、所需的额外工作、所

需 资 源 以 及 任 何 可 能 对 时 间 表 造 成 影

响的因素。

商业载人尚未“达标”

目前，美国本土的载人航天事业几乎

一片空白。NASA 的航天飞机早在 5 年前

就退休了，此后 NASA 一直寄希望商业太

空公司能挑起在近地轨道运送宇航员的

担子，自己则专注于深空探索。

去年年初，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了

NASA的2017年预算，其主打深空探索的SLS

火箭和“猎户座”项目遭到削减，但承诺会提高

NASA在商业载人计划等领域的预算。

就在上周，美国政府问责局汇报称，

美 国 商 业 载 人 飞 船 首 飞 时 间 或 推 迟 到

2019 年，因为与 NASA 签订合同的波音和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还达不

到 NASA 制定的标准。NASA 加快自己深

空载人飞船正式启用的步伐，或也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一步棋。

NASA 正在尽其所能动员国家的“最

优”资源，来推动自己的深空探索计划。

这一行为既是信心的注入，也有利于美国

国民经济。NASA 无疑希望 SLS 火箭、“猎

户座”的任务再加上私人航天的辅助，可

以在解开宇宙奥秘的同时，继续确保这个

国家在全世界最优越的太空探索地位。

“反传统”发射受青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发射

的火箭或飞船中就搭载人类，是一个“反

传统”行为。NASA 以往的载人航天任务，

包括最早的“水星”计划，以及后来的“双

子星座”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在人类首

次飞行之前都经过了测试飞行——这导

致今天的商业航天公司们也都在采取这

种谨慎的做法。

但首飞即载人也有一个很成功的例

子：当年 NASA 的航天飞机就没经过无人

试飞，仅仅由波音 747 驮着进行了机载试

验。航天飞机的三十年功勋与诟病并存，

但它的问题主要出在资金和政策掣肘，从

而使安全性出现纰漏，并没有因为首飞载

人一事造成任何直接的不良影响。

一名“猎户座”载人舱工程师声称，就

他个人而言，对在火箭“探索任务一”阶段

就发射宇航员升空的计划感到兴奋，因为

这极具挑战性。但 NASA 负责此事项的

副主管人员则表示，此次是一个评估而不

是一个决定，首要任务仍是确保“猎户座”

飞船和 SLS 火箭安全有效地执行所有的

计划。

有意思的是，美国太空网 26日就这一

主题向民众发起投票。选项分别是：“支

持：因为 SLS技术成熟”“反对：因为风险太

高”“也许：除非宇航员的安全风险水平达

到一般火箭发射的标准要求”。

截至发稿时，投票人数已达 6000 人，

“也许”项的得票率是 37%，“支持”项得票

率为 39%，而“反对”项仅为 24%。

这一投票面向网站所有访问者开放，

无需注册，你们要不要也参与一下？

（科技日报北京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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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 月 26 日

刚刚宣布，正在评估其旗舰项目——“太空发

射系统”（SLS）火箭以及“猎户座”载人飞船首

次飞行即搭载人类宇航员的可行性；27日，美

国探索技术公司（SpaceX）通过电话会议宣

布，两名私人乘客已向其支付了“高额定金”，

将于 2018 年底由该公司送往太空，进行为期

一周的绕月旅行。

SpaceX 将此次商业飞行看成是其建造火

星殖民地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里程碑。航天

专家、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研究员杨宇光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SpaceX 此

举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极大，但如果成功，意义

非凡。”

前往更远的深空

据美国太空网 27 日消息，两名乘客将从

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39A 发射台

“启程”，搭乘 SpaceX 的“猎鹰重型”大推力火

箭和载人版“龙”飞船前往太空。该发射台曾

执行过人类首次登月发射任务和首次航天飞

机发射任务，极具历史意义。2014 年 4 月，

SpaceX 与 NASA 签署合同，获得 39A 发射台

20年使用权。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指出，这

两名乘客将是飞船上的唯一乘员。“这是一次

长长的环月飞行，飞船将掠过月球表面，前往

更远的深空并再次回到地球。与前辈们相

比，这两名乘客的飞行速度更快且将进入太

阳系的更深处。”

现 在 ，SpaceX 正 计 划 今 年 开 展 载 人 版

“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无人飞行；首次

载人飞行有望于 2018年中期进行。

SpaceX 表示，载人版“龙”飞船大部分操

作都是自动进行，乘客必须接受训练，知道如

何处理紧急情况，但并不负责操控飞船。

马斯克也强调说，NASA 一直“处于最优

先地位”，如果 NASA 希望自己的宇航员成为

此类飞行第一人，那么，“当然 NASA优先”。

乘客和费用未知

至于两位乘客的名字，马斯克没有透露

太多，只说他们彼此认识，且“并非来自好莱

坞”。两人现正在接受身体测试，结果出来

后，公司可能会公布其名字。

当被问到这次任务的大致费用时，马斯

克表示：“我无法说出准确的费用，这是个秘

密，可能比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费用略多一

点。”

NASA 目前利用俄罗斯的“联盟”号将宇

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为此，NASA 需要为每

个座位向俄罗斯支付 8000 万美元。SpaceX

与 NASA 签订的第一份商业载人合同的总额

为 26亿美元，根据协议，“龙”飞船将为 NASA

提供 2 次到 6 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飞行服

务。“龙”飞船每次能将 7 名宇航员送往国际

空间站，算下来，NASA 为每次飞行支付的费

用约为 4.33亿美元到 13亿美元。

面临极大技术挑战

杨宇光说：“SpaceX 要想成功完成任务，

面临的风险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据美国太空网消息，马斯克本人也表示，

载人版“龙”飞船需要进行一些升级，主要针

对通信系统，使其能执行比国际空间站更远

的深空飞行。

杨宇光指出：“在地球附近，‘龙’飞船可

以利用 GPS 导航，到月球附近就需要采用其

他手段；月球距离地球 38万公里，对测控链路

的要求也更高，这些都是需要飞船做改进的

地方。”

另外，SpaceX 表示，“猎鹰重型”大推力火

箭和载人版“龙”飞船将为这次环月飞行接受

联邦航空局（FAA）的评估。

对此，杨宇光解释说：“按照美国的惯例，

载人航天发射需得到 FAA许可。目前，‘猎鹰

9’火箭还不能称为‘载人运载火箭’，而‘猎鹰

重型’大推力火箭是在‘猎鹰 9’火箭基础上捆

绑两个‘猎鹰 9’的一级火箭作为助推器，需要

27台发动机同时点火，可靠性更差，技术难度

也更高。”

杨宇光还表示，“龙”飞船从月球返回时

的速度超过 11公里/秒，而从近地轨道返回时

速度仅 7.8公里/秒，对防热技术要求苛刻，在

此过程中，角度稍差一点都可能导致返回不

了地球或飞船被烧毁，因此，需要验证这一技

术后才可用于载人。

如果成功意义非凡

马斯克认为，这次环月飞行将有助于

SpaceX 实现其在火星建造永久殖民地的终极

目标。“从2002年诞生伊始，SpaceX一直致力于

加速推进太空探索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在火星

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居住地，使人类成为多行

星居民。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弄清楚人类在

深空会怎样，此次绕月飞行的目的正是如此。”

杨宇光也指出：“自 1972 年‘阿波罗 17’

号飞船完成人类最后一次载人登月后，人类

再也没有离开过近地轨道。目前可预见的

是，2019 年美国‘重型运载火箭（SLS）’发射

‘猎户座’飞船到月球附近的任务。如果在此

之前‘龙’飞船能实现绕月，将是人类近 50 年

来首次离开近地空间，而且是以商业公司、太

空旅游的形式完成，对人类后续开展更多深

空探索活动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2月28日电）

风 险 很 大 意 义 非 凡
——SpaceX将于 2018年首次开展载人绕月旅行

本报记者 刘 霞

“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很牛。

他的太阳能，誓要掀掉全世界的屋顶；他

的特斯拉，员工张嘴就是“干不好就去苹果”；

他的 SpaceX，握着官家订单，计划表里 4 千多

枚卫星，海陆回收火箭都不在话下——现在，

还要在 NASA 之前，回到人类阔别四十多年

的月球轨道。

无意吹捧，也不谈情怀。今天只是想说

点冷话：“钢铁侠”神奇的背后，或也是隐隐的

危机。

这还要从那位也很神奇的美国新总统说

起。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科技界立感被冷落，

个个惆怅满腹。是总统先生个性粗陋到不懂

科学吗？他其实正忙着收拾前任留下的资本

外流、制造业萧条、底层民众不满的摊子。让

他在面包和高科技之间选，只能面包优先。

于是硅谷巨头、科技精英、主流媒体……这些

构成美国梦魅力的上层结构，都面临着不被

重视甚至削弱的风险。

尽管民主党所代表的广大社会名流，在

大选之后一直营造针对特朗普的负面舆论，

但实际上，特朗普的胜出并非意外，乃是华尔

街、军工、石油等大鳄们经过仔细斟酌后作出

的必然选择——国家根基虚浮，美国现在没

钱了。

这种情况下，高新科技产业开始遭冷

遇。资本乖乖回来，修补实业根基才是政府

当务之急。

具体到马斯克，他的特斯拉各方面表现

不俗，但在低油价背景下，市场对纯电动汽车

缺乏刚性需求，产业化举步维艰。另一大业

务太阳能，整体技术仍达不到商业化要求，发

展缓慢。

幸好还有一个 SpaceX。这家太空公司一

来确实争气（技术实力毋庸置疑），二来，马斯

克立了一个火星的标杆，放眼半个太阳系，广

阔天地，大有可为。

SpaceX只有一个问题，太烧钱了。

资本运作，是美国科技公司生存发展的

根基。但资本是缺乏耐心的，一旦所投资的

公司发展降速，失去了资本信任，任你体量再

大也会瞬间崩盘。现在马斯克口中的新项目

越来越大胆，其结果就是，他一有动作，很多

人会立刻猜测：莫不是资金链紧张，又要向资

本市场发一发卫星？

他发射了，可也改变不了美国国家战略

的转变大势。

埃隆·马斯克是一位致力为人类创造奇

迹的天才，只是他的国家，暂时撑不起他的美

国梦了。

谁来撑起“钢铁侠”的美国梦？

科技日报华盛顿 2月 27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 27 日在

《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称，与自闭症相关的遗传变异可能是人

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积极选择，因为这些

变异也有助于增强人的认知能力。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

很多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对人类遗传

特征的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

的 。 那 些 对 人 类 繁 衍 有 负 面 影 响 的 变

异，多会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而若变异

的出现能提高人类生存的机会，则会成

为人类的一种积极选择，会被保留在基

因组中，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超过 5000

例自闭症病例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并对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基因选择情况进行

了分析。他们发现，与自闭症相关的遗传

变异更多是人进化过程中积极选择的结

果，这些变异不仅与自闭症有关，也与人的

智力相关联。例如，许多被研究人员认定

的自闭症相关基因变异，能够强化大脑细

胞分子功能，有助于创建新的神经元。

研究人员指出，增加自闭症风险的

基 因 变 异 是 人 类 进 化 过 程 中 的 积 极 选

择。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难以想象：为什

么 大 量 的 自 闭 症 致 病 基 因 变 异 还 会 保

留 在 人 类 基 因 组 中 ？ 为 什 么 人 类 在 进

化 过 程 中 没 有 消 除 它 们 ？ 原 因 就 在 于

这些变异对人的认知功能有正面影响，

所以在进化过程中被积极选择，而代价

则是自闭症患病风险的增加。

自闭症相关基因变异有助大脑进化

“龙”飞船的设计旨在让乘客有一
次愉快的旅行。飞船有4个窗户，乘客
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观赏到地球、月
球和更广阔的太阳系。其内部显示器
将提供飞船状态的实时信息，包括飞
船在太空的位置、可能的目的地、船上
环境情况等。

图片来自网络

SLS火箭发射系统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NASANASA官网官网

日本科学协会近日在东京组织中日两国青年学生进行了一场“中日关
系未来”的讨论会。参加者为26名来自中国的日语大赛和日本知识大赛的
获奖者以及25名来自日本的有志青年。经过讨论，青年学生们对中日关系
未来充满希望，认为至2030年，中日经济关系将大大加强，随着放宽签证，
两国民间交流更加深入，中国环境将会改善，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因
此中日必须携手合作。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中日青年讨论两国未来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新科学家》杂志在线版文章称，在日前

于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

会上，与会者对特朗普政府的忧虑情绪高涨，

他们一方面担心科研经费被砍，另一方面更

担心特朗普对待科学的态度。

此次 AAAS 年会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

的首个科研人员大会，“捍卫特朗普时代的科

学和科学诚信”成为主要议题。科学界普遍

表达了对美国新政府的担忧，认为科学和科

学完整性正面临巨大威胁。

科学界目前已看到了一些不好的“苗

头”，包括禁止某些背景的科学家参与在美召

开的会议，限制科研人员及公众沟通等。而

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仍未任命首席科

学家或科学顾问，也没有与国家科学院等高

级科研机构接触。

来自忧思科学家联盟的高盛·古德曼认

为，美国的科学家应该从过去吸取教训，前方

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人们已经看出来

特朗普总统不会尊重科学家。

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德

伦表示，他最大的担忧是科研预算会遭受重

创。与会人员也担心，一旦削减开支首当其

冲的可能会是环境、气候研究和公共健康等

领域。

美国著名环境科学家简·卢布琴科则担

心科学家遭到嘲弄和恐吓，或者科学数据被

删除、科学机构被破坏，其后果与影响将十分

恶劣。

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拉什·霍特

在会议上表示，科学家们必须加倍努力，有时

候甚至需要勇气。不过，在其 50 年的职业生

涯中，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科研人员在为科学

本身发声，而不是讨论核武器等具体议题，或

者仅仅是讨论经费将从何而来。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众多，许多科学家只

能全程站立或坐在过道上。曾多次参加美国

科学促进会会议的与会者表示，以往会议上

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焦虑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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