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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费调剂使用、仪器设备采购等仍然由

相关机构管理，没有落实到项目承担单位；

科技成果转化、薪酬激励、人员流动还受到

相关规定的约束……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赋 予 科 研 单 位 和 科 研

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1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抓好赋

予 科 研 机 构 和 人 员 更 大 自 主 权 有 关 文 件

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

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相关规定

和 具 体 办 法 时 ，要 明 确“ 赋 予 科 研 人 员 更

大 技 术 路 线 决 策 权 ”“ 科 研 项 目 负 责 人 可

以根据项目需要，按规定自主组建科研团

队 ，并 结 合 项 目 实 施 进 展 情 况 进 行 相 应

调整”。

深入推进下放科技管理权限工作，《通

知》明确，推动预算调剂和仪器采购管理权

落实到位，推动项目过程管理权落实到位，

科研单位要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通知》指出，进一步做好已出台法规

文件中相关规定的衔接，明确科研人员兼

职的操作办法，明确科研人员获得科技成

果转化收益的具体办法，明确科技成果作

为国有资产的管理程序，明确有关项目经

费的细化管理制度。

《通知》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

同有关部门，落实“科研人员获得的职务科

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

工资总量，但不受总量限制，不纳入总量基

数”的要求，制定出台具体操作办法。财政

部则要按照对科技成果价值“通过协议定

价、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

价格”的规定，提出对《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办法》的修订建议，简化科技成果的国有资

产评估程序等。

国办新年发文再强调 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已于

1月 3日夜里顺利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驶抵月球表面。着陆

器上监视相机拍摄的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

图，由“鹊桥”中继星顺利传回地面。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

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此次任务实现

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0时15分，科技人员在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发出指令，嫦娥四号从距离月面 15公里处开始

实施动力下降，7500牛变推力发动机开机，逐步将探测器速度

从相对月球1.7公里每秒降到零。在距月面6至8公里处，嫦娥

四号进行快速姿态调整，不断接近月球；在100米处开始悬停，

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别，并自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的区域

后，开始缓速垂直下降。约 690秒后，嫦娥四号自主着陆在月

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落月过程中，

降落相机拍摄了多张着陆区域影像图。

落月后，嫦娥四号在地面控制下，通过鹊桥中继星的中继

通信链路，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

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11时 40分，着陆器监视 C 相机获取

了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图中展示

了巡视器即将驶离着陆器、驶向月背的方向。

嫦娥四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共配置包括 2

台国际合作载荷在内的 8 台有效载荷，其中着陆器上安装了

地形地貌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

等载荷；巡视器上安装了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

仪和中性原子探测仪。这些仪器将在月球背面通过就位和巡

视探测，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巡视区形貌、矿物组

分及月表浅层结构研究，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

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研究。此外，着陆器还搭载了月表生

物科普试验载荷。

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1月 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落月后，科技人员按计划开

展了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各项准备工作，对鹊桥中继星状态、

着陆点环境参数、设备状态、太阳入射角度等两器分离的实施

条件，进行了最终检查确认。

1 月 3 日 15 时 07 分，科技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通过鹊桥中继星向嫦娥四号探测器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

始。记者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屏幕上看到，嫦

娥四号着陆器矗立月面，太阳翼呈展开状态。巡视器立于着

陆器顶部，展开太阳翼，伸出桅杆。随后，巡视器开始向转移

机构缓慢移动。转移机构正常解锁，在着陆器与月面之间搭

起一架斜梯，巡视器沿着斜梯缓缓走向月面。22 时 22 分，巡

视器踏上月球表面。

GNC系统控制落月全程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了解到，相比嫦娥三号，嫦

娥四号的落月难度更大。一方面，嫦娥三号着陆区地形起伏仅

800 米，堪称“平原”；而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到 6000

米。更重要的是，嫦娥四号与地面交流需要通过鹊桥中继星中

转，其间会产生约60秒的延时，这对于瞬息万变的降落过程显

然太久。因此，落月全程需要由嫦娥四号自主完成。

嫦娥四号的成功落月，将我国航天器制导、导航与控制

（GNC）技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由五院 502 所研制的 GNC 系统，负责嫦娥四号奔月、环

月、落月整个过程的控制，特别是近月制动和落月的过程，没

有重来的机会，对系统可靠性有着极高要求。

地形崎岖使得此前嫦娥三号的飞行轨迹无法适用，不可见

又导致关键阶段地面支持能力有限。在充分研究月面预定着陆

区地形特点的基础上，502所科研团队设计了适应新地形的落

月轨迹方案。为减少对地面的依赖，他们修改了原有设计，大

大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在危急状况下的生存能力；同时完善

了故障应对措施，将原本依赖人工处理的故障预案全部放手交

给着陆器自行决断，大大提高了故障应对速度。

正如我们开车时需要行车雷达和倒车雷达辅助，引导嫦

娥四号落月的 GNC 系统也需要各种探测器提供测量参数。

五院研制的测距测速敏感器，通过精确把握速度和距离信息，

为嫦娥四号安全降落提供了支持。

根据嫦娥四号着陆环境的特点，科研团队对此前嫦娥三号

的测距测速敏感器进行了升级和优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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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付毅飞付毅飞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记者付毅飞）记

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

征名活动于3日揭晓，其被命名为“玉兔二号”。

月球车征名活动由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组织。活动自

2018年 8月 15日启动后，共收到广大民众提交

的名称42945个，最后确认有效名称14847个。

广大参与者查阅资料，引经据典。提交的

名称有的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喜爱和传

承，有的体现中国探月“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的理念和追求，还有的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祝福和期望。更多群众对“玉兔”一往

情深，建议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应该使用“玉

兔二号”，这反映了中国探月工程命名为嫦娥

工程的文化渊源，与嫦娥三号“玉兔号”、嫦娥

四号中继星“鹊桥号”一脉相承，既容易被广大

群众接受，又便于记忆和传播。

经历了征名提交、评委函审、入围初审，选

出了“逐梦、光明、玉兔二号、探索、征途、精灵、

无畏、望舒、行者、金兔”10个入围名称，网络投

票阶段后，由航天科技方面专家、高校语言文化

名人和国家主流媒体总编组成的 23人评审委

员会进行了终审投票，并与公众投票结果加权

计算排序，“玉兔二号”最终以最高分入选。

图为玉兔二号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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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玉兔二号踏上月面玉兔二号踏上月面。。
图②图②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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