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造“火眼金睛”在火星留下“中国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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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精

神，听取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汇报。市
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重大意义，立足国家大局，结合上海实

际，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
国道路。要以创新精神增强全球叙事能力，构

建各方面共同行动的国际传播格局，把故事
讲活，把平台建好，把朋友圈做大，培养更多

专业人才。要讲好党的诞生地的故事、人民城
市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让人们更好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蕴含其中的思想

力量、精神力量。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按照韩正同志在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在
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深层次改革开放上下更大功夫，当好经
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更好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要主动担当

作为，加强对接协调，形成推进合力，强化工

作落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督导组要求，始终
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首

要任务，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从严查纠整改，
切实履行教育整顿各项责任，整治顽瘴痼疾，排

查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健全制度机
制，实现常治长效，打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

住、能放心的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

传达学习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讲话精神

以创新精神增强全球叙事能力
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 还传达学习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

    “传回的火星照片上，我们看到了火星

表面成分探测仪发出的激光留在火星岩石
上的烧蚀痕迹。那一刻，真的太激动了！”由

“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的首批科学影像图的
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自今年 2月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火星捕获

以来，科研人员就格外忙碌。该所承研的

“祝融号”火星车有效载荷火星表面成分探
测仪在 6月 4日开机，并于次日成功下传

数据；预计下月，当环绕器进入科学轨道，
另一台“上海造”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也将

再次开机，获取更多这颗红色星球的秘密。
截至 6月 11日，环绕器在中继轨道运

行状态良好，“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

已工作 28个火星日。而玉兔二号月球车现
在还在月球上工作着，这也意味着我国是

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同时在两颗地外星球上
拥有工作中的巡视器的国家。

一次激发探测多种元素
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安装在“祝融号”

火星车的右前侧，五星红旗的上方就是。

“仪”如其名，它结合主动激光诱导击穿光谱
探测和被动短波红外光谱探测技术，对着陆

区的火星表面元素、矿物和岩石开展高精度
的科学探测。从它的“来信”看，探测仪遥测

数据正常，工作状态稳定。“这些数据非常漂

亮！”上海技物所副所长、月球与深空探测系

列载荷指挥舒嵘兴奋地说。
说它“主动”，是因为火星表面成分探

测仪能向周围目标主动发射激光，气化产
生等离子体，而等离子体在冷却过程中会

辐射出原子光谱，这就代表某个元素的“指
纹”。只要能测到等离子体冷却过程中产生

的光谱曲线的位置，就能知道它代表什么

元素，信号的强度能够反映元素的含量。元
素周期表里面绝大部分元素都能测，一次

激发就能同时探测多种元素。
讲它“被动”，则是指火星表面成分探

测仪通过被动的短波红外光谱测量开展分
子层面的研究，以此测定化合物的成分。舒

嵘还告诉记者，设备同时采用了中国与法
国两个定标板，我们的数据可以与国际上

既有数据相互验证。

“火眼金睛”能力超强
另一台上海技物所承研的有效载

荷———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早就“开工”
了。2 月 28 日，它就顺利开机。在“祝融

号”火星车着陆前，又多次开机对预选着
陆区域进行了探测，获取了火星表面高空

间分辨率成像光谱数据、高光谱分辨率光
谱数据以及对空间冷背景、定标灯及太阳

光的定标数据。研判结果表明，分析仪获取

的火星表面图像纹理清晰，遥测和科学数
据正常。

“进入环火轨道到落火之间的几次开机，

是计划外的动作。”上海技物所研究员、火星
矿物光谱分析仪主任设计师何志平透露。他

与天问一号有着特殊的缘分———发射当天，
正好是他的生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就

要完成‘绕落巡’，‘落’的地点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巡’能带来的预期科学成果。火星矿物

光谱分析仪能初步了解预选着陆区域的矿物

成分及其分布，这些数据能对‘落火’起到辅
助支撑的作用。”何志平说。

这台载荷的光谱探测范围可以从
0.378微米延伸至 3.425微米，探测谱段多

达 576个。何志平自豪地表示，火星矿物光
谱分析仪在“专业技能”上，能打高分———

光谱分辨率和定标精度，优于国际同类仪
器。“特别是 2.4微米-3.4微米谱段的高光

谱，还是我国首次在空间验证。其中的 2.7

微米-3.3微米谱段，适合探测水分子和羟

基，也能可靠区分水冰和干冰。”
后续，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将在近火

段 800公里以下轨道，采用推帚式成像、多
元实时动态融合的总体技术方案，获取火

星表面地貌图像与相应位置的光谱信息。

期待“祝融号”跑得更远
火星上的严酷空间环境，最让科研人

员担心。孤独的“祝融号”，白天要面临太阳

的炙烤，夜晚又是严寒的考验。“这相当于
它一会儿进烤炉、一会儿又被扔进冰窟，而

且每天要来一遭。”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电
子学主管设计师张振强打比方说。在研发

载荷时，科研人员按-100℃的标准设计，这

在太空被证明是正确的———数据显示，火
星夜晚最冷时，有-92?。为此，科研人员在

探测仪“防寒保暖”方面下足功夫，使其可
以在大范围的极端温度区间内正常工作。

好在，火星正进入夏季，天气相对稳定，气
温也正逐渐升高，是巡火探测的好时段。

舒嵘介绍，目前“祝融号”火星车以三
天为一个工作周期，通过指令预设单元探

测任务后，实现全自动操作。它们探测到的
光谱数据预存在火星车里，再定期借由环

绕器传回地球。研究人员希望通过优化流
程，将工作周期缩短。

虽然“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寿命只是
几个月，大家对它超期服役充满信心，也期

待它能跑得更远、看得更多。“现在它所处
的是乌托邦平原南部的一隅，所获得的遥

测数据显示，周边地貌差不多。如果‘祝融
号’跑得远一点，遇到更丰富的地貌，就可

以停下来工作一段时间。”舒嵘说。
本报记者 郜阳

    昨天，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天问一号探测器

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由“祝融号”火星车
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迹”

和“着巡合影”的 4张图片纷纷刷屏，特别是着
陆器和巡视器萌萌的合影，引发了极大关注。今

天上午，国家航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工程
重量级专家来介绍有关情况，回顾奋斗的历程。

一次任务完成三大目标
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表示，天问

一号任务成功是我国航天事业自主创新，跨越

发展的标志性成就。在我国航天发展史上，天
问一号任务实现了 6个首次，一是首次实现地

火转移轨道探测器发射；二是首次实现行星际
飞行；三是首次实现地外行星软着陆；四是首

次实现地外行星表面巡视探测；五是首次实现

4亿公里距离的测控通信；六是首次获取第一
手的火星科学数据。在世界航天史上，天问一

号不仅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而且
首次成功实现了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

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充分展现了中国航天人
的智慧，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

最初方案选择“低风险”

做客火星，难度很大。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却一次完成了“绕着巡”。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透露了一个小秘密：
最初方案选择了风险相对较小的，也就是去环

绕的方案。“但是对这个方案，我们心有不甘。”
张荣桥表示，“在与国外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的情

况下，我们论证时有个基本共识：不能仅仅考虑

风险，更要考虑对航天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的

牵引、带动作用。”在分析了各种因素，特别是载
人航天、探月工程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设备设

施基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提供了必备的发射
能力后，专家们认为，“踮踮脚、伸伸手”，一步实

现绕着巡的风险是可控的。于是，形成了我国火
星探测“一步实现绕着巡，二步完成采样回”的

总体发展思路。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许洪亮介绍，国家航天局和欧空局、法国国

家空间中心、阿根廷空间活动委员会、奥地利研

究促进局等四家航天机构通过载荷搭载、测控
支持等方式开展了广泛合作，同时还正与法国、

奥地利、俄罗斯等有关机构，就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数据的应用合作保持沟通。为了保证火星探

测器在轨卫星安全，近期国家航天局正在与美

国国家航天局、欧空局开展火星探测器轨道数
据交换合作。

在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是国
际通行惯例。许洪亮表示，无论是探月工程四期

还是小行星探测，包括大国际月球科研站，我国
都坚持开放的态度，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

国际同行开展广泛合作。
本报记者 郜阳

国家航天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天问一号实现中国航天史上 个首次

■ “上海造”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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