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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马树怀 2019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7 月 11 日，是第 15 个“中国航海日”。科

技日报记者从正在奔赴太平洋预定海域执行

卫星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 5 号航天远洋测量

船上了解到，船员们组织了航海知识宣讲、船

员救生演练、帆缆绳结演示等丰富多彩的航

海科普活动，进一步强化船员们“海洋强国、

航天报国”的使命感、责任感。

背海而弱、向海则兴，一个国家的兴盛与

航海事业密不可分。中国航天与航海命运交

织，其间的纽带便是“远望”。

130次扬帆起航，安全
航行276万海里

7月 8日，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远望 5号

船缓缓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再次

奔赴太平洋预定海域执行卫星海上测控任

务。相隔不远，远望 3 号船在圆满完成任务

后，顺利停靠母港。

“这是两船今年第 2 次在母港相会。”远

望 5 号船船长刘剑飞说，随着我国航天年度

发射任务愈加密集，单船出海参试趋于常

态，多艘测量船奔赴不同海域执行任务更加

频繁。

远望号船的足迹远至太平洋、印度洋、大

西洋，与有固定航线的远洋商船不同，航天测

量船经常要奔赴远海大洋，每次执行卫星海

上测控任务，尤其是开辟新的航线，都是一次

巨大的挑战。

远望号船任务海区大都处于气象复杂、

海况恶劣的中高纬度，可怕的台风巨浪常常

和远望人不期而遇。远望 7 号船船长周云山

回忆说，有一次远望号船航行在“魔鬼海域”

马里亚纳海沟海域，突遭 12 级狂风挟着低气

压和寒潮的三面袭击，两万多吨的巨轮上下

升沉十几米，船单舷倾斜 23度，真是到了生死

的边缘。最终，远望号船迎着狂风巨浪，经过

整整 36 小时殊死搏斗，在风浪和大涌的一条

夹缝中奋勇前进，硬是冲出了台风巨浪的包

围圈。

40 多年来，远望号船 130 次远赴大洋，累

计海上作业 14100 余天，安全航行 276 万海

里，相当于绕地球 128圈。

181次仰望星空，海上
测控成功率100%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跟踪正

常！”6 月 25 日 2 时 9 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托举着第 46 颗北斗导航卫星，从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

火箭起飞约 20 分钟后，守候在南太平洋

预定海域的远望 3号船及时发现目标，对火箭

和卫星进行跟踪测量，实时准确向西安卫星

测控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送数据，为火

箭三级二次关机、星箭分离等一系列关键动

作提供重要测控支持。

整个海上测控过程持续仅约 10 分钟，但

远望人要提前数十天海上奔波和长时间进行

任务准备，才能在关键时刻到达指定测控点

为火箭和卫星保驾护航。

与陆地测控不同，海上测控是在海水涌

动、船体晃动、天线摇动和目标移动环境下进

行的，只有短短几分钟准确跟踪测量和控制

高速运动的航天器，难度之高超乎想象。但

远望人在没有预案的条件下力挽狂澜，创造

了一项项海上测控奇迹。

“记忆最深的就是 2008 年刚刚建成下水

执行的第一次任务，那是神舟七号载人飞船

海上测控任务惊心动魄的 30秒。”远望 6号船

副船长徐正峰回忆。

那一次，远望 6 号船进入程序 3 小时后，

测控雷达天线突发故障、无法转动，检查发现

是雷达低频滑环系统的一个滑环断裂，卡在

了天线转动槽里，割断了多根信号电缆。时

间一分一秒过去，岗位人员与时间赛跑，重新

用多根线缆将主要信号联通，直到目标出地

平线前 30 秒，才排除故障，天线缓缓转动起

来。紧接着，捕获目标、发送指令，护送飞船

安全飞过，顺利完成测控任务。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相关领导告诉记

者，远望号船队迄今已圆满完成了全部 11 次

神舟飞船海上测控任务，46 次北斗导航卫星

以及包括嫦娥系列、风云系列等卫星、航天器

的多次海上测控任务，并完成东方红二号甲

卫星应急测控、天宫一号应急跟踪等 10 余次

卫星海上应急测控任务。181 次海上测控任

务，次次成功！

中国航海日，跟随远望号船队“追星揽箭”
在近日于成都召开的“工程科技颠覆

性技术论坛”上，《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发

展展望 2019》蓝皮书首次发布。书中系统

梳理出我国面向 2035 年的六大战略需求，

并围绕战略需求发布了 39 项重大颠覆性

技术方向。

2016 年，中国工程院依托中国工程科

技创新战略研究院设立“工程科技颠覆性

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由中国工程

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负责，组织 70多位

两院院士和来自工程科技各领域的数百名

专家参与。该项目系统研究了颠覆性技术

的概念内涵，把握当前颠覆性技术发展态

势和我国的战略需求，识别遴选出当前优

先发展的重大颠覆性技术方向。基于项目

研究成果，项目组近日编制发布了《工程科

技颠覆性技术发展展望 2019》蓝皮书。

在“蓝皮书”发布仪式上，中国工程院

原副院长赵宪庚院士说，作为重大咨询项

目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认识篇、态势篇、

技术篇、政策篇，从理论和实践、全局和领

域、技术发展和国家需求等几个维度系统

介绍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的成

果。其中归纳了颠覆性技术通用的概念，

提出了颠覆性技术的国家视角；研判了当

前世界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态势，研究提出

了面向 2035 年我国对颠覆性技术的战略

需求，并根据技术发展和国家需求，遴选出

了一批重大颠覆性技术方向，并对这些方

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评价。

“蓝皮书”称，未来我国抢占战略制高

点的技术将涉及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石墨烯、超

材料等方面；解决重大战略需求，支撑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技术则包括智能高铁、低

真空管道磁悬浮铁路、智能无人飞行器、仿

生智能集群技术、可燃冰开采等；突破关键

瓶颈，维护经济安全的技术则包括，浆态床

渣油加氢转化技术、甲烷直接制烯烃和芳

烃技术、有色金属连续挤压技术等。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技术则有，

可再生智能纺织品 3D 打印、新型生物智

造、微系统技术（MEMS）、循环自给型污水

净化智慧工厂等。最后，满足美好生活需

求，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技术则有，肿瘤免

疫治疗、人造病毒疫苗、大气二氧化碳及主

要污染组分多元原位固化/转化技术、基于

RNA干扰技术的基因农药、生物质油、生物

天然气联产工程技术 、医学人工智能等。

赵宪庚院士表示，本书将有助于把握

颠覆性技术发展态势，识别和遴选优先重

大颠覆性技术方向，研究颠覆性技术发展

规律，为国家提出咨询建议，进而推动我国

颠覆性技术加快发展。

未来工程科技有哪些颠覆性技术？
本报记者 盛 利

高 超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由国家典籍博物馆、中信
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安东尼·布朗
的幸福博物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开展。展览展示了荣获国际安徒生
奖插画家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安东尼·布朗的162幅原画，特意打
造的 20 余处创意拍照打卡艺术场
景及多媒体影像互动环节，让孩子
在暑期感受全新的艺术观展体验。

图为观众在互动体验区留影。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创意插画

艺术体验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苯乙烯单

体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之一，是第四大

乙烯衍生产品。近 10年，我国苯乙烯单体

的进口量一直维持350万吨/年的规模。与

此同时，年产 30万吨及以上规模的苯乙烯

装置全部采用国外苯乙烯工艺技术建设，

国外技术处于垄断地位。”7月10日，在中国

民营科技促进会主办的“30万吨/年苯乙烯

成套技术的工业应用”项目科技成果评价

会上，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李殿卿说。

开发技术先进的大规模苯乙烯技术迫

在眉睫。来自科技部、北京化工大学、中国

化工学会等单位的专家们认为，由常州瑞

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自主研发

的 30 万吨/年苯乙烯成套技术，主要指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化工学会新材料委员会教授孙家跃

介绍，该技术开发了低能耗液相烷基化合成

乙苯和高真空、低水比乙苯绝热脱氢反应工

艺，设计了独特的乙苯脱氢高温系统处理方

案，并研发了脱氢反应器、乙苯过热器和中间

换热器等关键设备，从而提高了苯乙烯产能

10%，延长了设备运行周期，装置运行稳定。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教授级高工富志侠

表示，30 万吨/年苯乙烯成套技术的工业

应用前景广阔，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苯乙烯

资源紧缺，在国外推广苯乙烯成套技术也

有广阔前景。

自主研发苯乙烯成套技术或将缓解资源紧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