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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月宫月宫”“”“摘摘””星辰……星辰……
我国深空探测有这些新动作

◆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探寻火星生命痕迹

◆预防小行星撞地球

我国深空探测又有新动作！9月5日至6日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
国际会议上，一系列重大航天任务的最新进展，描绘出我国深空探测新图景。

国
际
月
球
科
研
站
的
概
念
图

国
际
月
球
科
研
站
的
概
念
图

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已不仅仅是一个愿景，更
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必然趋势。

“目前，中国已成功实施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6
次任务，取得一系列新发现，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
验和技术基础。”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说，为
实现对月球长久持续探测，中国倡议发起国际月球
科研站计划，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开展科研站的方案

论证。
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联合各国，在月球表

面、月球轨道和地面建设月地联通的，长期自主运
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拓展、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
验设施，可长期持续开展多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的
科学和技术活动。

截至目前，1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和40余个国

际科研机构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建设的大家庭。
中国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介绍，

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将分为基本型和拓展型两个
阶段：在2035年前，形成功能和要素基本齐备的月
基综合性科研平台；在2050年前，建成以月球轨道
站为枢纽，以月球南极站为中心，以月球赤道、月球
背面为探测节点的月球综合站网。

太阳系中，火星是与地球环境最相近的行星。
这颗亿万公里外的星球上，是否也曾有生命？如今，
我们已在寻找答案的路上。

会议期间，天问三号任务总设计师刘继忠介
绍了我国火星取样返回计划：天问三号任务以生
命痕迹探寻为第一科学目标，预计2028年前后
发射，用40天左右的时间，通过两发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分两次发射轨返组合体和着上服组合体。

要在一次任务中尽可能采到富集生命痕迹信
息的样品，取样地点和方式十分关键。

“研发团队开展了大量研究，初步在克律塞平
原和乌托邦平原选定了候选着陆点，并计划在着陆
点进行取样。”刘继忠说。

他介绍，为达到取样的多样性，将采取三种取
样手段：表面取样通过机器手实现更大范围样品
采集；钻取将采集不同深度、不同位置的样品；还

专门研制了一个飞行器，可以采集更远范围的样
品。

国际合作也是天问三号的重要部分。刘继忠介
绍，在天问三号探测器的轨道器和服务器上，专门
预留了约30公斤资源用于搭载国际合作载荷。后续
在适当的时间，会向国际发布关于征集国际合作载
荷的公告等。

在太阳系中，既有月球和火星这样备受瞩目的
“主角”，也有数量众多的“群演”——小行星。目前
已知小行星数量超过130万颗，它们通常“按部就
班”地在太阳系中稳定运行，而有些小行星运行轨

迹接近地球，被称为近地
小行星。

“小行星撞击被
列为威胁人类生存
的二十大灾难
之首，未来小

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极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构建
起牢不可破的行星防御安全网。”嫦娥七号任务副
总设计师唐玉华说，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
国际社会倡议，并将于近期实施一次在轨的防御任
务。

唐玉华介绍，我国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计
划选用“伴飞+动能撞击+伴飞”模式，当撞击器对目
标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时，探测器对撞击过程进行
全程观测，并在撞击后继续开展撞击效果评估和科
学探测等工作，通过一次任务实现“动能撞击+天基

评估”。
根据设想，此次任务实施后，预期可使目标小

行星的速度增量大于每秒一厘米，撞后一年内，小
行星轨道向偏离地球方向改变超900公里。撞后将
通过天地联合，开展小行星轨道、形貌和溅射物
变化的观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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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火星上的生命痕迹

预防小行星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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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厂房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科创产业园
内规划路十一以东，中兴大街以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面积详情】房源一：已经建成占地面积10000平方
米，厂房5000平方米，分为两跨，跨度为8米，高度为
12米，可安天车。配有3层办公楼共1000平方米。

【配套设施】水电齐全，厂区配有350千瓦独立变压
器，餐厅、办公室、住宿……一应俱全。
【土地性质】正规园区，工业用地，可环评，可办照。
【适合行业】机械加工、设备组装等。
【租金价格】租金面议，欢迎有意者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010-82893226 1333108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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