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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磊

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2021年全国科
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2至28日在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
北京“云上”科技周虚拟展厅同步上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以“百年回
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为主题，
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青少年科
技创新活动和科技下乡活动，突出展示中
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光辉历
程，宣传党对科技全面领导和方向指引，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使“科技自立自
强”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
启动的同时，“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
导科技发展”主题展览同期开幕。展览按

历史主线，重点展示中国共产党100年来
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成
就，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取
得的重大成就。

此外，全国科技活动周还将举办科技列
车河池行、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全国微视频
大赛、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优秀科
普展品巡展暨“流动科技馆”进基层、全国
优秀科普作品推荐、科普援藏活动、科技下
乡集中示范活动、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
座、全国中小学生创·造大赛活动、“一带一
路”科普交流、科学之夜等重点活动。

北京科技周作为群众性的科技活动品牌，
与全国科技活动周同时间同主场同主题举办，
北京主场展区面积约5000平方米。其中，室
内主题展区按时间跨度分为“勇担重任”“勇

立潮头”“勇攀高峰”三个阶段，回顾党领导
下北京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重点展示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北京
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的代表性成就。户外互动展
区将以活跃、互动的形式，展现科普惠民、小
康社会等方面成果。北京科技周还设有石景山
区首钢园“科幻世”分会场、“三城一区”分
会场、城市副中心分会场等，让广大公众实地
探访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

5月18日，北京科技周线上预约平台
正式开放，公众可凭预约验证码或纸质门
票进行参观，也可登录“云上”科技周虚
拟展厅，足不出户就能了解更多2021年北
京科技周精彩内容。

（详细报道见5、8版“全国科技活动
周暨北京科技周特别策划”）

畅享科技盛宴 全国科技周22日开幕

欢迎订阅科普时报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 ，“ 天 问 一
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迈出了
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
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红
色火星首次有了中国印迹。

“天问一号”在今年2月10日进入
火星轨道后，环绕三个月后才在火星表
面着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着陆做准
备。因为我国是第一次探测火星，需要
对预定的着陆区域乌托邦平原进行详细
探测，以便着陆巡视器安全着陆。

环绕“侦察”三个月才落“火”

当“天问一号”经过预定着陆区
上空时，会利用中分辨率相机、高分
辨率相机和光谱仪等载荷设备对预选
定着陆区进行详查，主要探测预选着
陆区的地形、地质、地貌以及是否存
在沙尘暴等环境条件，为着陆巡视器
的安全着陆做好准备工作。

另外，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气象

环境时期着陆，规避恶劣天气对着陆
巡视器着陆火星的影响。根据常年的
统计，每年火星的五六月间，沙尘暴
爆发历史上很少有记录，而且这个时
期温度也比较高。

安全度过“恐怖9分钟”

探测火星最难的就是在火星表面
着陆，要经历“恐怖的7～9分钟”。因
为火星距离地球遥远，着陆时达3亿多
公里，所以测控信号十分微弱，且信
号单向延时就达18分钟左右，地面无
法实时控制着陆过程，需提前给探测
器注入数据，由着陆器巡视器自主
完成着陆。另外，当探测器运动到火
星背面时，确定其轨道参数较难，给
探测器再入高度的选择带来困难。

“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在着陆过
程中，要经历进入、下降和着陆三个
阶段，用 9 分钟内自主完成姿态调
整、气动减速、伞系减速、动力减
速、悬停避障与缓速下降等10多个动

作，每个动作都是一气呵成，容不得
有半分的差错，所以在火星着陆过程
复杂、动作繁多，环环相扣、步步惊
心，一招出错、全盘皆输。有人形容
在火星着陆的难度相当于在巴黎打一
个高尔夫球要落到东京的一个洞里。

在整个落“火”过程中，由于地
火距离非常遥远，使得地火通信延时
单程超过20分钟左右。在落“火”过
程中着陆巡视器和地面“指挥部”处
于“失联”状态。

着陆过程步步惊心

“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着陆分七步。
一是降轨。首先，“天问一号”在

15日凌晨1时许降轨机动，机动至火
星进入轨道。

二是分离。4时许，“天问一号”实
现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的分离。两器分
离约30分钟后，环绕器进行升轨，返
回停泊轨道，再变轨至中继轨道，为着
陆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环绕器升轨的

同时，实时拍摄监测着陆巡视器的下降
过程。

经历约 3 小时飞行后，着陆巡视
器在距离火星表面约 125 公里处进入
火星大气。这时着陆巡视器调整姿
态，防热大底朝前，沿着进入火星大
气的轨道滑行，瞄准进入火星大气层
的一个窄窄的进入走廊，着陆巡视器
与火星大气层形成的这一夹角非常关
键，角度太大会导致与大气摩擦温度
升高过于剧烈而烧毁，角度太小又实
现不了进入火星大气层的目标。

三是气动减速。此后，着陆巡视
器进入气动减速段，这是最主要的减
速阶段。进入火星大气时，着陆巡视
器的速度可达每秒4.8千米，相当于子
弹出膛速度的6倍。进入火星大气后，
要进行升力体制导和展开配平翼，通
过陆巡视器防热大底和火星大气的不
断摩擦来减速。经5分钟的减速之后，
着陆巡视器的速度下降到每秒460米。

（下转第2版）

“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的秘密
□□ 庞之浩

初夏已到，国际天文界和航天
界在热议：韦布空间望远镜 （英文
缩略词JWST，简称“韦布”） 今秋
真要一飞冲天了！届时，它将搭乘
欧洲空间局 （ESA） 的阿丽亚娜5型
火箭，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一个
航天基地发射入轨。

“韦布”的研制工作始于20世纪
90 年代，起初称为“下一代空间望
远镜”，2002 年又以詹姆斯·韦布冠
名。韦布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第二任局长，在 1961—
1968 年的任期内，卓有成效地领导
推进了阿波罗计划和其他一些重大
空间探测项目的实施。

作为NASA、ESA和加拿大空间
局(CSA)的合作项目，“韦布”素有
哈勃空间望远镜 （简称“哈勃”）

继承者之称。“哈勃”的主镜口径是
2.4米，“韦布”则是6.5米，故其灵
敏度约为“哈勃”的 7 倍。“哈勃”
以接收来自天体的可见光为主，“韦
布”则基本上是一架空间红外望远
镜，观测波段从可见光红端 （0.6微
米） 直至中红外 （28.3 微米）。“哈
勃”的空间轨道高度约 600 千米，

“韦布”则将定居于日地系统的第二
拉格朗日点 L2——在日地连线上与
太阳相反一侧、距离地球约 150 万
千米处……青出于蓝，“韦布”将完

成“哈勃”力所不逮的许多任务，
使人类认识宇宙的立足点更上一个
新台阶。

研制空间望远镜从来不会一帆
风顺。1975 年，科普巨匠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在《洞察宇宙的眼睛
——望远镜的历史》 一书中向公众
介绍：NASA打算研制一架大型空间
望远镜。其实际进程则是：1981 年
美国为此组建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
所 （STScI）， 1983 年 此 镜 以 “ 哈
勃”冠名，1985 年研制“哈勃”近
乎竣工。然而，1986 年“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失事，发射哈勃的计
划几近流产。幸好结局总算顺利，
1990 年 4 月 24 日“发现号”航天飞
机携带“哈勃”顺利升空。

“韦布”的经历更奇特：1997
年项目经费预算 5 亿美元，预期
2007 年发射上天；2002 年经费预算
增至25亿美元，预期发射时间推迟
到 2010 年；2006 年预算达到 45 亿
美元，发射更推迟至 2014 年；2010
年预算达 65 亿美元，预期 2015—
2016 年发射；2013 年预算增至 88
亿美元，预期 2018 年发射；2018 年
预算超出 88 亿美元，预期 2020 年

发射。在经历各种意外事故、预算
危 机 ， 国 会 险 些 取 消 项 目 之 后 ，

“韦布”终于箭在弦上，将于 2021
年10月上天了。

无数的技术细节都必须严格检
验——称为苛求也不为过。例如，
2017年7月开始对“韦布”的“光学
望远镜和集成科学设备”（OTIS）模
块进行一系列低温学真空测试，历时
长达近百天。为了能探测到来自遥远
天体非常暗弱的红外辐射，整个“韦
布”必须维持在约40K （约-233℃）
的极低温度，而且它的中红外设备
（MIRI） 还特别需要一个低温降温
器，使其温度降至 7K （-266℃）。
这些检测在 NASA 约翰逊空间中心
的真空室 A 中进行，该真空室的穹
窿形密封大门直径就达12米，重达
40吨！

完整的“韦布”外观活像一朵
骑在冲浪板上的巨大向日葵。这

“向日葵”的花瓣就是望远镜的主
镜，全长 20.197 米，宽 14.162 米，
由18块正六边形的反射镜面拼接而
成。镜面材料是硬而轻的金属铍，
外表镀金。

（下转第3版）

巨 镜 “ 韦 布 ” 今 秋 凌 霄
□□ 卞毓麟

5月19日，国家航天局发布首张“祝融号”拍摄的着陆后视角照片，这标志着“祝融号”在火星表面的探测
工作顺利展开。目前，火星车正在开展驶离着陆平台的准备工作，将择机驶上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

2021年北京科技周科幻分会场暨石景山科技周“科幻世”科技艺术概念展将于5月
22日至27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三高炉举行。

此次活动围绕着“创新科幻、智享未来”的理念，以“科幻世”作为策划主线，利
用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创意，用前沿创新技术，打造一个面向公众未来体验的科幻主题乐
园，一场基于沉浸式媒体叙事的科幻系列展览，一次探索技术美学边界的科幻视听盛宴。

图1：展品及创意：将携带载有人类数字生命信息的太空种子发射进入目的地星球，
展望人类世在下一个星球的存在。

图2：由清华团队打造的国内第一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机器人乐队——墨甲机
器人乐队。

图3：邀请观众通过社会化建造游戏来参与搭建的“有趣的世界”装置。

来科技周感受来科技周感受““科幻世科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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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空间望远镜

中国科普网微信公众号

2021年5月起，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
动物大迁徙之一的藏羚羊迁徙之旅再度开启。几日
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梁保护站附近，
成群结队的雌性藏羚羊轻盈而谨慎地穿越青藏铁路和
青藏公路，正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大产房”卓乃湖
集中产羔。

作为我国目前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第一个为保护藏羚羊而设置的自然保护区。

5月18日，记者前往可可西里腹地，寻觅藏羚羊
迁徙产羔路。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栖息于海拔3700至
5500米的高山草原、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主要分布
于青藏高原地区。藏羚羊雌雄分别具有两个显著特
征：雄性羚羊长着一对几乎垂直向上的光滑的长角，
非常“抢镜”；而雌羚羊每年夏季沿固定路线向北迁
徙。它们性情胆怯，善于奔跑，最高时速可达 80 千
米，寿命最长8年左右。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五
道梁保护站监测结果显示，5月2日13时，今年首批
235 只藏羚羊从青藏公路 3002 处向可可西里腹地迁
徙，这标志着2021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首批
藏羚羊顺利通过青藏铁路五北大桥、青藏公路前往卓
乃湖地区产仔。

5月19日，正在卓乃湖从事“高原微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科考的该项目高原动物微生
物研究负责人、云南大学研究员张志刚告诉记者，目
前已有约二三百只藏羚羊陆续抵达距卓乃湖三十公里
的外围附近，估计一周后将有大规模的雌性藏羚羊队
伍持续到来。

资料显示，藏羚羊生存的地区东西相跨达到1600
公里，季节性迁徙是它们重要的生态特征，母羚羊的
产羔地主要在乌兰乌拉湖、卓乃湖、可可西里湖，太
阳湖等地。成年雌性藏羚羊和它们的雌性后代每年从
冬季交配地到夏季产羔地迁徙行程300公里。

藏羚羊为何每年不惜路远，抵达卓乃湖集中产
羔？这一谜题，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新明
表示，迁徙途中，藏羚羊迁徙方向和时间，在遇到外
界环境变化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主要是来自人
为干扰和气候影响。监测数据显示，青藏铁路从建设
到正式开通之前这段时间，产仔结束后，雌羊带着小
羊羔回来的数量基本不超4000只。如今，藏羚羊已经
基本适应了青藏铁路的存在，青海“生态之窗”远程
视频观测系统监测，2018年记录到5255只雌羊和小羊
羔，2019监测到6377只，其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藏羚羊整个种群对外界适应能力相当
快。

数以千计的藏羚羊，前后历经4个月的壮观“大
迁徙”，它们是怎样世代承袭，实现“精准定位”的？

经过多年研究，连新明认为，藏羚羊产仔属于
“集体记忆”。每年迁徙季，一些一岁的小藏羚就会在
“妈妈”或“外婆”的带领下来到卓乃湖，全程陪同家
人产仔。在它的记忆中，卓乃湖是‘妈妈’和‘外
婆’都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藏羚羊对于迁徙的
路线和产仔地点选择，基本算是“集体记忆”。

2016 年 9 月 4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
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如今，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已增长至为 7
万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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