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考察青海：保護環境前提下搞好開發利用

中國火星探測器外觀公佈
2021年着陸火星赤道附近 一步實現「繞、落、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

務已正式立項並按計劃實施。昨

日，官方公佈首個火星探測器以

及火星車外形設計構型。記者了

解到，中國將在2020年下半年發

射火星探測器，預計在 2021 年

「七一」之前抵達火星，着陸在

靠近火星赤道的北緯低緯度地

區。中國將一步實現對火星的

「繞飛、着陸、巡迴」探測，這

也是世界首次進行類似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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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經過3個多小時飛
行，習近平總書記22日中午抵達平均海拔2,800米的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爾木市，隨後驅車60
公里來到青海鹽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鉀肥分公司碼
頭。習近平在這裡聽取了柴達木盆地發展循環經濟和
鹽湖資源綜合利用情況介紹，了解企業生產經營、產
業技術升級、高原特色生物產業發展、鎂合金新材料
等情況。
習近平沿着木棧道走到碼頭，察看現代化採鹽船作

業。得知企業發展目標是用5至10年建成全球鎂鋰鉀
行業最大的領軍企業，習近平表示肯定。
習近平指出，鹽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資源。要制定正確

的資源戰略，加強頂層設計，搞好開發利用。循環利用

是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要求，全國都應該走這樣的路。
青海要把這件事情辦好，發揮示範作用。青海資源也是
全國資源，要有全國一盤棋思想，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
提下搞好開發利用。

與藏族同胞共話幸福生活
22日下午，習近平來到格爾木市唐古拉山鎮長江源村

考察生態移民、民族團結和基層黨建工作。總書記的到
來讓這個藏族村莊沸騰了。村民們身着盛裝，獻上潔白
的哈達、切瑪、青稞酒，表達對總書記最隆重最熱烈的
歡迎。
在村民申格家寬敞明亮的藏式客廳裡，習近平同他們

拉起家常，了解一家人的收入、工作、學習情況。「小

孩子幾年級了？」「五年級了。」申格的外孫才仁巴桑
站起來一邊回答一邊向總書記敬了少先隊禮。申格告訴
總書記，生態移民之前，他們住在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內，
那裡海拔4,700米，住帳篷、睡地上，點的是羊油燈。搬
遷後，住上了國家給蓋的新房，睡在了床上，傢具家電也
齊全了。黨的政策特別好，生活已經好了，提前圓夢
了。」總書記高興地說：「你們的幸福生活還長着呢，希
望你們健康長壽。」
離開長江源村時，村裡男女老少排起長長隊伍，揮

着哈達，高喊「總書記好」「扎西德勒」，依依不捨
同總書記握手話別。一位由大人抱着的小姑娘向總書
記獻上哈達，總書記輕輕親吻孩子的臉頰，希望她健
康成長。■習近平與長江源村村民熱烈擁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歷時兩年完成的《2016中國人類
發展報告》日前在北京發佈。報告指出，以
「人類發展指數」為依據，中國已成為「高水
平人類發展國家」，是30餘年來在人類發展領
域中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
據《人民日報》報道，「人類發展指數」由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1990年創立，該指數由經
濟收入、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三方面內容組
成，是衡量人類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30年間經濟收入指數大增
1980年—2014年期間，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

從0.42增至0.727，成為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
據統計，在1990年處於低水平人類發展組別的
47個國家裡，中國是唯一一個在2014年成功躋
身高水平人類發展組別的國家。

報告指出，快速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的人類發
展進步作用重大。從1980年—2010年的30年
間，中國經濟收入指數增幅在全球排名第一，
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指數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56.26%。得益於經濟的快速增長，約6.6億中國
農村人口脫貧。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國別主任文靄

潔表示，教育指數對中國人類發展指數的貢獻
率已經從1980年—1990年的24.47%上升到2000
年—2010年的44.16%。健康指數排名自2000年
以來也有明顯進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

究所所長貢森表示，報告對中國採取社會創新
促進包容性發展給予充分肯定。這種包容性強
調公平和全面，即讓多數人受益於發展成果，
而且發展的成果不僅體現為收入增長，還表現
為教育提升、健康改善、政治參與度擴大等。

聯國報告：中國成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

����1313

火星車生存臨三大難題
中國首個火星車如何能夠在

地表複雜、環境惡劣的火星上
實現自主巡迴探測，成為科學
家們必須應對的挑戰。中國火
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在接

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火星車在火星表面生存，需
要面臨能源獲取困難、火星表面溫差大、火星距
離地球遙遠等問題，火星表面還有沙塵暴等極端
天氣，這都是重大挑戰。人類現有技術設計的火
星車都無法完全應對這些困難，只能盡一切可能
規避這些風險。
孫澤洲告訴記者，火星車的生存首先要應對三

方面難題。第一，能量獲取問題。眾所周知，衛
星、探測器的能量多來自於太陽能。而火星距離
太陽較遠，太陽光照較弱，所以在火星上獲能量
比較困難，必須想更多辦法來獲取能量。「看外
形就知道，火星車太陽翼的面積佔得很大，玉兔
號月球車只有兩個太陽翼，而火星車有四個。除
太陽翼面積加大外，我們還在盡可能提高太陽翼
產生能量的效果。」孫澤洲說。

第二，是火星溫差問題。與月球的極冷極熱環
境相比，火星表面白天的問題並不是很大，但夜
晚溫度很低，達到零下100多攝氏度。此外，由
於火星白天的陽光並不充足，獲取能量有限，如
何在夜晚為火星車保溫，是一個重大挑戰。
第三，火星距離地球非常遠，而且火星車無法

攜帶大型天線，也不可能攜帶很大功率的發射
器，所以數據傳輸是一大難題。目前，中國的火
星探測主要是靠火星探測器的軌道器作為數據中
繼，將探測數據傳回地球。

火星沙塵暴殺傷力最大
「火星表面的地形比月球更為複雜」，孫澤洲

說，美國的勇氣號就曾出現過沉陷等問題，如何
設計好移動系統，讓火星車更好的工作，實現自
主巡視探測，也是工程難點之一。此外，最怕遇
到火星的沙塵暴，如果出現這種天氣，火星車通
過陽光獲得的能量就更弱，所以必須設計自主休
眠和喚醒模式，規避這種情況。

■記者 劉凝哲

距離地球最遠達4億公里的火星，是太陽系中與地球
自然環境最為相似的行星，成為人類開展星際探索

的首選目標。中國航天界呼籲多年的火星探測工程，終
在今年1月11日正式立項。火星探測器計劃於2020年在
海南文昌發射場，由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將火星探測器直
接送入地火轉移軌道。
與其他國家以往的探火任務不同，中國將一次性實現
「繞、落、巡」三項目標。「不僅要實現環繞火星全球
遙感探測，還要突破火星進入、下降、着陸、巡視、遠
距離測控通信等關鍵技術，使我們真正進入深空，走近
火星揭開她神秘的面紗。」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工程
副總指揮、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劉繼忠說。

環繞器可工作2年
「這是其他國家第一次實施火星探測前所未有的，面
臨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工程
總設計師張榮橋詳細介紹了火星探測工程的實施細節。
中國的火星探測器在升空後，將進行長達約7個月的巡
航飛行到達火星，隨後被火星引力捕獲，成為環繞火星
飛行的探測器。經過繞飛一段時間後，着陸巡視器與環
繞器分離，經過氣動外形減速、降落傘減速、反推發動
機減速，展開着陸腿，緩衝着陸到火星表面。隨後，着
陸器將釋放出火星車，開展巡視探測。環繞器在火星軌
道上飛行，進行科學探測，並為火星車提供對地數據中
繼服務。
「火星環繞探測器可以工作一個火星年也就是兩年時
間，火星車則可以工作三個火星月，大約92天」，葉培
建院士告訴記者。目前，中國火星探測器的着陸地點並
未確定，但大致在火星北緯低緯度地區，也就是靠近赤
道附近。

探測工程全球徵名
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工程名稱和圖標全球徵集活動正式
啟動，官方期待通過徵名，促進民眾對火星探測重大意
義的理解，並更好地展示火星探測工程的國家形象。張
榮橋表示，火星探測工程自2014年9月已進入方案階段
研製，通過20個月方案階段論證，已經轉入初樣研製階
段。初樣的研製階段，約需持續2年多的時間。儘管工
程研製難度很大，但推進較順利。

奧運代表團返京 女排現身受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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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車火星車((左左))駛出着陸器後進行火駛出着陸器後進行火
星巡迴探測星巡迴探測。。 國防科工局供圖國防科工局供圖

■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整體
外觀。 國防科工局供圖

■■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着陸器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着陸器。。
國防科工局供圖國防科工局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好萊塢大
片《火星救援》中，中國成為拯救行動中關鍵一環。
電影雖拍得令中國人心潮澎湃，但在中美航天合作中
的事情卻非如此。葉培建院士表示，《火星救援》這
部電影既有科普又好看，但其中的中國元素只是商業
目的，美國仍是航天交流的阻力。
「我們是航天人，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體會很多，只

要跟美國的航天搭上一點關係，中國就不能介入、不
能參與。哪怕是歐洲，有些項目都會因為美國的壓
力，而不跟中國人合作。我們航天人，至今想要到美
國參加一些會議，都是難上加難。」葉培建說。
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也透露，中國本希望與

其他國家在火星探測方面進行數據中繼等方面合作，
但也被拒絕。然而，長期被西方國家封鎖的中國航天
事業，終走出自主創新之路。孫澤洲說，目前火星探
測工程的基本關鍵技術已被攻克，工程使用的設備、
研發團隊、知識產權都是中國人自己的，元器件國產
化率也超過90%。

探測設備全部國產

從 1960 年 10 月 10 日前
蘇聯發射「火星 1960A」
探測器至今，人類共組織
實施了 43 次火星探測任
務，成功或部分成功 22

次，成功率僅約5成。而且，受天體運行規
律的約束，每26個月地球人才會迎來一次火
星探測的有利發射時機，這意味着，從現在
起到2020年前後僅有3次發射機會。

火星探測究竟有多難？「火星距離地球最近
也有5,500萬公里，是地球和月亮間距離的140
多倍。」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告訴記
者。這樣遠的距離，對於探測器奔向火星時的
準確入軌問題，以及對探測器的控制和測控，
都是難點。

地球指令發射至火星需23分鐘
舉例說明，同樣強度的信號，從火星發射

到地球接收，比從月球發過來接收要弱一百
萬倍。不僅是衰減，更致命的問題是信號延
遲。火星探測工程總設計師張榮橋說，如果
從地球發出指令，讓火星上的探測器做一個
動作，指令將在23分鐘後才能到達，而探測

器的執行反饋給地球又需要23分鐘。相當於在40多分
鐘後，火星上的探測器才能接收到地球上的指令。

不僅是工程技術上的難度，火星還有着地球人無法
想像的環境。無論是火星上微薄的大氣，還是不時侵
襲的沙塵暴，火星上極為多樣的氣候、環境都將給探
測帶來未知挑戰。這些未知數，正是科學探索的魅力
所在。「對於全世界的科學家來說，探索火星最大的
問題，在於它是一個未知大於已知的神秘星球，而要
揭開這些秘密，只能依靠科學的思維和手段。」張榮
橋說。 ■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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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譚笑、孫琳 北京報道）隨
着里約奧運會閉幕，中國奧運代表團成員也陸續啟程回國。
昨晚21時40分，承載奧運健兒的中國國航CA604航班徐徐
降落在首都國際機場，時隔12年重奪奧運金牌的中國女排
姑娘們在球迷的歡呼和尖叫聲中走出。興奮的球迷們手舉着
「祝賀中國女排奪冠」的橫幅，手捧鮮花，並用齊聲高歌的
方式迎接凱旋歸來的中國女排姑娘們。看到熱情的球迷和朋
友，中國女排姑娘們面帶微笑並揮手致意。

大批民眾熱情接機
記者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看到，早在中國女排等中國奧運
代表團抵達前數小時，已有大批粉絲和工作人員在等待接
機，他們手捧鮮花、照片，排成長隊迎接載譽回國的奧運健
兒們，而北京警方也早早就在出口處拉起了警戒線，同時有
數十名警察、輔警維持秩序。
據了解，中國女排等中國奧運代表團22日從里約啟程，

並經由馬德里轉機回國，由於航程較遠，為了給女排姑娘們

提供更好的休息空間，女排姑娘們被特意安排在商務艙。
球迷王小姐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她和朋友特意驅車來到

機場第一時間目睹女排姑娘們的風采。中國女排國家隊隊長
惠若琪的研究生導師儲志東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透露，他特意
從南京趕來迎接惠若琪凱旋。他表示，接下來惠若琪在一段
時間的休整後，會重歸校園，完成她的研究生學習。

■■大批民眾提前趕至機場熱情接機大批民眾提前趕至機場熱情接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