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书宏院士
探寻自然界的“科学之美”

□ 科普时报记者 洪敬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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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技的神奇之处

在报告会上，有一个话题让大家
十分关注，即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富有
创造力的学生？

俞书宏说了 6 个条件——热爱大
自然和环境、有好奇心和上进心、具有
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问
题与联想的能力、具备刻苦学习的精
神、具有“尊重师长，尊老爱幼”等良好
综合素质。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让优
秀变成一种习惯！”俞书宏认为，亚里
士多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的优
秀行为习以为常，变成第二天性；让我
们习惯性地去创造性思考，习惯性地
去认真做事，习惯性地对别人友好，习
惯性地欣赏大自然。

“优秀的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令

人瞩目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
活、工作和学习中养成了各种各样良
好的习惯。”俞书宏说，“自然界还有许
多奥秘，正等着我们青少年一代去探
索、去发现。”

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专访时，俞书
宏说，科普工作很重要，可以有效补充
中小学生科学素养方面的不足，他十分
愿意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来。

本次“院士讲科普”活动由合肥市
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共同主办。今年以来，合肥市科协
已经组织开展了多场院士科普活动，
分别邀请俞书宏、陈小奇、蒋成保、郭
光灿、项昌乐、刘文清等科学家，为青
少年带来科学饕餮盛宴，点燃青少年
的科技梦想。

从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
着陆，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
采样返回；从圆满完成“绕、落、回”三
步走目标，到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全面
推进，中国深空探索的脚步迈向更远，
愈发坚实。

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二届“魅力之
光”全国核科普夏令营上，于登云院士
介绍了“嫦娥家族”，并将每一位成员
的“特长”娓娓道来。

嫦娥一号，作为我国探月的先驱，
其发射设计饱含着科学家的慎重考
虑。为了确保安全，嫦娥一号在发射
后绕地球转了三圈才奔向月球，因此
地月飞行时间相对较长。但正是在这
次飞行中，嫦娥一号获取了我国第一
幅高精度的全月图，分辨率达到 120
米。“尽管分辨率不算高，但它在中国
航天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于
登云说。

2010 年 10 月 1 日，嫦娥二号月球
探测器成功发射。它在环月轨道上对
全月球进行了高精度立体成像，并对
嫦娥三号预选着陆区进行了分辨率优
于1.5米的详查。更重要的是，嫦娥二
号首次实现了“一探三”的壮举。

“嫦娥二号对月球预选着陆区进
行探测以后，又从月球轨道起飞，到达
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L2点，开
展环绕L2点的空间探测。经过几个月
探测后，它又整装出发，飞抵距离地球
约700万公里的深空，对编号为4179的
图塔蒂斯小行星实现了飞跃探测。”于
登云介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实现日-地L2点和小行星探测的国
家。同时，嫦娥二号将月球图像的分
辨率提升至7米，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
篇章。

嫦娥三号实现了月球正面着陆探
测，它采用了全自主避障的技术，成为
我国第一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
月探测器。

在 2019 年之前，月球正面已经迎
来了人类和不少探测器，但只有嫦娥
四号在月球背面实现了软着陆。“探测
器到月背去，必须要用到中继星。因
为它是月球背面和地球的‘桥梁’，可
以支持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和巡视

探测。”于登云说。
嫦娥四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

了同位素热源。为什么要用同位素热
源呢？

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和充电电池组
合，是很多月球探测器的基本配备。
在月球白天，月球上太阳能极其充沛，
太阳能电池板可支持系统正常工作。

“但是，漫长的黑夜将导致巡视器无法
继续工作，只能‘盖被子睡觉’。”于登
云解释。于是，科研团队提出了用同
位素发热的设想，在同位素发热后将
热量转变为电能，而这项技术的成功
使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同位素热源和
电源空间应用的国家。

嫦娥五号执行对月球的着陆采样
返回任务，它“挖土”归来，归家“心
切”。“嫦娥五号把样品采回来后，会以
每秒 11.2 公里的速度，从月球轨道进
入地球大气。为了确保嫦娥五号减
速，我们在受到‘打水漂’游戏的启发
后，在其距离地球5000公里时，就将舱
器分离，使返回舱从大气层进入，再弹
跳出大气层，再进入大气层，最终实现
了减速。”于登云说，当时很多老专家
都觉得该设想很难实现，但科研团队
仅用了一次实验，就证明了其可行性。

嫦娥六号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它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共
采集月球样品1935克。

在于登云对“嫦娥奔月记”通俗易
懂的介绍中，在场的同学们深刻感受
到了中国航天人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的精神。

第十二届“魅力之光”全国核科普
夏令营由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
局）、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能源局、中
国科协、中核集团指导支持，中国核学
会与中国核电联合主办，厦门大学与
漳州能源承办。

随着夏令营活动结束，为期4个月
的第十二届“魅力之光”活动落下帷
幕。今年以来，“魅力之光”活动邀请
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国安、于登云，中
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樊明武、王玉明
等科学家为中小学生作科普报告，向
孩子们介绍“两弹一星”精神、弘扬“科
学报国”传统。

于登云院士
“嫦娥家族”探月有何不同

□ 科普时报记者 张英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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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俞书宏院士作科普报告。洪敬谱 摄

近日，无机化
学 家 、中 国 科 学
院院士俞书宏在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多功能报告厅作

《自 然 界 中 的 科
学 之 美》专 题 科
普 报 告 ，带 领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300
多名小学生共同
领略自然界中的
科学之美。

迄今为止，人类
已勇闯深空315次，探
索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各个角落。其中，月
球探测就占了135次。

自 2004 年以来，
我国月球探测共实施
9 次发射，均获得成
功。虽然战无败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总
设计师于登云却直言

“压力比较大”，因为
整个探月工程任务还
没有完成，科研团队
依然要非常小心。

“小朋友，你们知道纳米是什么吗？”
“不知道。”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是你肉眼

看不见的、很小很小的长度，一个纳米
的尺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万分
之一。”

那么，如此小的纳米世界如何存
在于自然中呢？俞书宏院士举了一个
例子：池塘里的荷叶非常洁净，这是因
为，如果有灰尘落到荷叶上，一场小雨
之后，雨水就会把荷叶上的灰尘带走。

科学家对荷叶进行研究，发现荷
叶表面有非常多纳米尺度的毛茸茸
的凸起结构。正是因为荷叶具有这
种结构，所以它的表面具有自我清洁

功能。
荷叶启发了科学家，他们把透明

玻璃的表面做成类似荷叶的微观结
构，这种玻璃不沾灰尘、水蒸气在上面
不能溶解，因此非常干净。

“这就是纳米科技的神奇之处。”
俞书宏说。

“哇，原来如此。”台下一片欢呼。
蜘蛛丝为什么能收集空气中的水

分？孔雀羽毛为什么如此美丽？北极
熊的毛为什么是空心的？壁虎为什么
能在非常光滑的表面爬行？……俞书
宏通过一个个自然界中神奇的现象来
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台下不时
传来阵阵喝彩。

“当今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进步
密切相关。”俞书宏说。

远古时期，人类用石器，后来发展到
用木材、陶瓷和青铜器等，从而进入铁器
时代。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新材料。

“材料的进步就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体现，材料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核心动力。”俞书宏认为，没有材料
就没有制造业。

今天，无论是传统产业，如我们日
常生活中所用的日用品，还是新产业，
如计算机、微电子、人工智能等，各产业

发展都需要材料。因此，国家对新材料
产业非常重视，例如航空航天、高铁、航
空母舰等行业都需要在新材料方面取
得科技进步。

俞书宏说，只有我们掌握了科学原
理、大自然中蕴含的原理，才能够去改变
生活，改善人类的健康、环境，推动社会向
前进步。

科学技术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新
世界，微观世界不再神秘，载人航天
的梦想早已实现，就连我们的日常生
活也无处不彰显着科技的力量。

科学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优秀变成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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