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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首次探测火星工程（简称‘探

火’）没有卡脖子问题了，目前初样阶段的

研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3 月 3 日，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星探测器

系统顾问叶培建透露，我国将在 2020 年

下半年发射火星探测器，预计在建党一百

周年前完成第一次探测任务。

一次三个小目标赶超领先

2016 年 1 月，我国批准立项火星探测

任务，6月就做出了初样，一般常规方案中

两年的任务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叶培建

说，所谓初样，就是做出一个将来能去火

星的探测器，经过各种试验甚至是破坏性

试验，之后再做一个正样。

迄今为止，人类对火星的探测共有40多

次，其中着陆探测19次，完全成功的仅7次。

“我们‘探火’比印度还晚，但国际上

第一次‘探火’一般绕、落是分开的，但中

国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３个目

标。”叶培建说，如果做成了，就能一步走

进比较先进的行列。

火星着陆有恐怖7分钟？

2012 年，美国宇航局公布一段视频，

展示“好奇”号进入火星大气层，降落和最

终着陆的全过程，如果发生任何意外，数十

亿美元资金和数千小时的努力将打水漂。

这一过程被称为“令人恐怖的7分钟”。

“我不主张这么提，从着陆器和环绕

器分开整个过程都不能掉以轻心，每一步

都很关键，我们采取了非常完整的设计。”

叶培建告诉记者，落下去的核心在于，从

那么快的速度如何平稳降落到火星，因此

要找一个合适的着陆地点，着陆器分离时

姿态要控制好，减速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方

式，比如降落伞、反推发动机等。

叶培建说，有些工程设计无法在天

上验证，尽可能要在地面做验证试验，比

如高空下来腿怎么落地、降落伞怎么打

开。“但降落伞的展开在地面无法做，为

了确保着陆巡视器顺利着陆，需要进行

一些工程验证，包括专门发射高空火箭

弹来验证。”

开采小行星不是天方夜谭

2016 年底发布的航天白皮书阐明我

国深空探测的路径，相继探测火星、小行

星，火星采样后返回，之后再探测木星，也

可能发射飞行器飞得更高更远。叶培建

透露，争取在建党百年时，能够飞到 100—

150 个 AU（天文单位，即一个太阳到地球

的距离）。

“探测小行星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

因为小行星带有很多宇宙大爆炸的初始

信息，通过研究有可能知道宇宙形成、地

球演化。另外小行星有很多资源，整个小

行星就是镍矿、铁矿。”叶培建说，开采小

行星并不是天方夜谭，美国和欧洲及我国

都在策划。（科技日报北京3月3日电）

中国火星探测已无卡脖子问题
叶培建委员详解深空探测计划

本报记者 刘 垠

“长江的生态现状倒逼我们必须立即关停严

重污染化工企业，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迅速淘

汰落后企业，减少排污总量，否则再过若干年，长

江流域的污染将会严重威胁到未来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当天，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告诉

记者，绝不能让长江经济带变成长江化工带。

目前，长江经济带以 21%的土地承载着全国

30%的石化产业，仅从重化工业产量看，长江沿岸

就占到全国46%左右，集聚了全国43%的废水。

周健民说，化工产业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优先

在沿江选址。同时，化工产业上下游产业链长，

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和就业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

的推动作用，在对 GDP的崇拜下，各地不约而同

将化工产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之一大力发展。

以江苏为例，经济总量占长江经济带约

30%。从本世纪初，江苏率先启动了沿江发展战

略，重化工业由此被鼓励发展，迄今仍是该省的

龙头产业，拥有全世界100多家知名的化工企业。

长江经济带的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虽然

化工产业在长江沿岸被限制发展，各地生态环

保意识加强，但已建成的化工企业的破坏作用

仍然非常巨大。据统计，各类化工企业向长江

排放的有毒污染物达 300多种，每年的污水排放

量 300 多亿吨。江苏沿江 8 市的废水排放量占

该省总量的 74%，长江江苏段水质已降为三类。

“长江流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是水污

染势头不能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全国政协委

员、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认为。

刘志彪说，由于长江流域缺乏能统一管理、

监督水资源保护规划实施的权威机构和相应法

规，因而无法在流域内统一实施水资源规划和

保护管理，导致污染从上游向下游转移，非法排

污加剧，甚至是“以邻为壑”现象时有发生，水污

染势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我建议尽快制定《长江保护法》，用法律手段

保护长江。”周健民说，应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

升为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保障长江生命线安全。

但在立法之前，委员们认为当务之急应从

政府规划层面统筹管理。

首先，对沿江化工产业进行跨行政区域的

规划整合，坚决减少企业和园区数量。对现有

的化工企业重新进行综合性评估和审核，从鼓

励类、限制类和搬迁类三个类别进行分类管

理。对于鼓励类的支持其发展，督促其提高环

保水准；对于限制类的要严格落实限制发展的

要求；对于搬迁类的制定搬迁计划。

其次，进一步提高入园门槛和排放标准，倒

逼化工企业重视环境保护。从产业规划、环保

总量控制要求、专家预评审、环评论证等各个方

面进一步提高企业入园门槛，坚决将工艺落后、

产品附加值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拒之门

外。提高排放标准，从保护长江的角度制定最

严格的排放标准，督促企业增加环保投入、改进

环保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过去，沿江各地政府往往会从保护各自的

产业、税收、企业、群众就业的角度出发，不容易

做到优先保护长江、保护生态环境。”周健民说，

所以要改进考核方式，引导地方政府将生态环

境摆到首要位置，再按照老路走下去必然是“山

穷水尽”。 （科技日报北京3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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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日前表

示，我国将在今年4月中下旬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在轨运行的

天宫二号先后进行3次交会对接、3次推进

剂补加。如果成功，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胜利完成“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

为空间站建设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按计划，此次任务将开展货物运输补

给、推进剂在轨补加、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等多项关键技术试验。任务期间，天舟一

号将独立飞行约 3 个月，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约 2 个月。完成既

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受控离轨，陨落至

预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拓

展试验和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科技委员会主任包为民表示，该任

务将是我国飞行器首次实现在轨补加。

“空间站将运行在距地面 380 至 400 公里

的轨道上，受引力和稀薄大气影响，会出

现轨道衰减。”他说，此前我国的飞行器

无法在轨补加，燃料用完则寿命到期。

只有突破“加油”技术，才能确保空间站

持续稳定运行。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李剑曾

介绍，货运飞船拥有两个独立设计的推进

剂储箱，不仅为天宫二号携带一箱推进剂，

用于自身控制的推进剂也可以“转让”。“推

进剂补加每次需要 5 天左右。”李剑说，以

前我国无人及载人飞船的对接机构主要是

电路连接，为了补加燃料，货运飞船跟天宫

二号增加了液体连接，而且推进剂和氧化

剂分别有不同接口。燃料补加共有 30 多

个步骤，所需地面操作十分复杂。

李剑还透露，此次任务中将开展快速

对接试验。“此前神舟飞船是‘28 圈转自

主，31 圈完成对接’，要 2 天左右。”李剑

说，“货运飞船的设计是 3 到 5 天完成对

接，因为没人，不用很着急，可以用更多圈

次来节省调姿所需的燃料。燃料省得越

多，可用于补加的就越多。”他介绍，目前

俄罗斯已率先在货运飞船上实现了快速

对接。我国也将开展相关试验，技术成熟

后可用于载人飞船对接。

（科技日报北京3月3日电）

我载人航天工程将迈入“空间站时代”
邓 孟 肖建军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操秀英

科技日报北京3月3日电（记者付毅
飞）3月3日7时53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新技术试

验卫星“天鲲一号”。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开幕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魏毅寅表示，这标志着航天

科工已具备独立自主研制各类典型空间飞行

器及平台的能力，为推进实施以虹云工程为

代表的商业航天计划奠定了技术基础。

“天鲲一号”由航天科工二院抓总研

制，是航天科工集团独立研制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首颗卫星。全国人大代表、

航天科工二院党委书记马杰介绍，该卫星

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以高度集成的星载

综合电子系统为核心，形成通用化小卫星

平台，承载可见光、红外、微波等多种遥感

和通信有效载荷，可实现空间碎片观测，

多源遥感信息快速获取、在轨处理分发和

应用，提升我国在快速发射、多功能集成

应用方面的支持能力，以及应急救灾等空

间信息获取的快速响应能力。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开拓运载火箭，

是航天科工四院研制的一型先进通用固体

运载火箭。其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为

250 公斤，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 350 公斤。

该火箭作为航天科工在商业航天领域规划

的五大运载系统之一，具有运载效能高、机

动发射能力强、任务响应速度快等特点。

代表委员热议“天鲲一号”

代表委员建言

代表委员晒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