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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5

祝融号不在“服务区”

今年 5月 22日，祝融号火星车
驶离着陆平台，踏上火星表面，开始

巡视探测。如今，已经完成既定使命
的祝融号，仍然在那颗遥远的红色

星球上，刷新着自己的纪录。
相较它在月球的“前辈”玉兔二

号，祝融号算得上“劳模”了！月球一

昼夜约 27.3个地球日，且没有大气
层，温度变化比较极端。因此在月昼

和月夜，玉兔二号无法正常工作，只
能“睡大觉”。相比之下，火星一昼夜

约 24小时 37分钟，和地球相近。因
为有大气层，火星的温度变化也不

算太极端。只要不是太冷，并且电量
足够，祝融号就像辛勤的科学家一

样，始终在探索。
火星与月球还有一处不同：火

星与地球的距离变化很大。要知
道，月球是围绕地球公转的，因此

地月间的距离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但地球与火星同时围绕太阳公转，

二者之间的距离就会产生较大的
波动。这也意味着，包括祝融号在

内的各位火星“来客”，在给地球

“打电话”时，信号是否“满格”总是

会随着地火之间距离的周期性变
化而变化。

而当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达
到最大时，太阳夹在了它们正中间。

祝融号与地球的通讯，靠的是电磁
波信号。这个信号经由天问一号在

火星附近的太空中中继，可满足日

常的通信需求，但显然无法穿透太
阳这么强的电磁干扰源。因此，当日

凌发生时，祝融号发现：自己不在
“服务区”了———失联了。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人
造地球卫星上也会发生，例如每年

春分、秋分前后，世界各地时常会

出现电视转播信号不稳定、电视画

面出现“雪花”的现象也是由此导

致的。

“失联”不是“失踪”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称：日凌期
间探测器与地面“失联”是预期的正

常状态，“失联”不是“失踪”。那么，
祝融号又是怎么应对自己不在“服

务区”这个现状的呢？
地面上的科研工作者早就给

它准备好了“锦囊妙计”———说来

也简单，既然联系不上，那就“放
假”吧。

也就是说，环绕器和火星车转
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这

就好比你的电脑进入睡眠模式而非

直接关机———只是停止功耗高、操

作细致的科学探测等任务，留足应
对各种意外情况的裕量。环绕器上

下行通信链路都处于工作状态，但
只下行数据，不再上传指令。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刘艳介绍，日凌期间，祝融号
也将经历风沙期，这是对它自我保

护能力的考验：得找到合适的避险
地才能躲过秒速 180米的石块、沙

尘攻击，等到风沙期结束再重新唤
醒。需要指出的是，日凌期间并非一

点儿也“找不到人”———当火星-太

阳-地球三者不完全在一条直线
上、稍有错开时，可能会有断断续续

的信号，地面专家仍可以从这种非

连续信号中对环绕器和巡视器的状

态进行监测。
挨过日凌期，天问一号轨道器

将把收集到的数据传送到包括佳木
斯、喀什、阿根廷这三个测控站在内

的深空探测网。地球深空站将花一
些时间下载这些信息，待工程师确

认各种状态后，祝融号就能“复工复

产”了。
之后，祝融号和天问一号将继

续“兵分两路”———天问一号轨道
器将会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

很多之前为了确保祝融号火星车
万全而没有开机的科学载荷，都会

相继开机，源源不断产出火星轨道
上的科学数据；祝融号则将继续

“南下”，一边向着海拔高度不断抬
升的古海陆交界方向行驶，一边探

测沿路的石块、沙丘，还要考察撞
击坑、沟槽、疑似泥火山等特殊地

形，从而获取沿途的火星地形地
貌、气象、磁场环境情况，以及浅表

层可能的水冰数据。
好在，日凌快结束了，重逢的日

子不远了！
本报记者 郜阳

这个国庆节，祝融号也放假
遭遇日凌 不在“服务区”

开发第三类催化剂
化学是一门创造物质的科学，

最重要的一环是创造分子。华东师

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青科委员会

委员姜雪峰告诉记者，创造分子的
关键在催化上。“我们开门的时候

需要一把钥匙，催化剂就像这把钥

匙一样。”
催化剂可以控制、加速化学反

应，而不会成为最终产物的一部
分。我们的身体中也包含了数千种

催化剂———酶，它们可以帮助产生
生命所必需的分子。长久以来，研

究人员认为催化剂只有两大类：酶
和金属。而本杰明 ·利斯特与大卫 ·

麦克米伦获奖，是因为两人在 2000

年提出和广泛建立了第三类催化

模式———他们发现有机小分子的
催化更加仿生，利用生命体中的某

一类手性氨基酸，可以催化涉及烯
胺亚胺的众多化学反应，创造很多

分子，并且这些分子以手性立体的
方式建立起来———这种被称为不

对称有机催化的新型催化模式自
此蓬勃发展了起来。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手性。手性特征，如同左手与右手的

关系，可以镜面重合却无法在空间

上完整重叠，天然的 20个氨基酸中
有 19个具有手性特征。在两位科学

家之前，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尽
管有零星的发展，但始终仅作为限

定的化学反应。
直到 2000年，这一领域才由

本杰明 ·利斯特和大卫 ·麦克米伦

的两项重要突破塑造了雏形：前者
与他的已故导师、著名合成化学家

卡洛斯 ·巴尔巴斯发现了首例由有
机小分子脯氨酸经由烯胺中间体

介导的不对称 Aldol反应；后者发
现了首例手性二级胺经由亚胺正

离子实现的不对称 Diels-Alder 反
应。“诺贝尔奖不颁发给已故科学

家。如果巴尔巴斯还在世的话，相
信也能在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名

单上。”姜雪峰表示。

高效构建药物分子
再说回手性。或许有人听说过

上世纪 60年代西方的“反应停事

件”。当时作为抗妊娠药物被大力推
广的沙利度胺，实际上是手性分

子———其中右手分子具有抑制妊娠
反应活性，而左手分子却对胎儿有

致畸性。

在有机催化中，当分子构建时，

经常会出现形成手性立体分子的情

形，但化学家通常只会需要其中一
种，尤其是在医药生产中会做出这

种选择。“从本世纪开始，有机催化
剂就在飞速地发展。有赖于两人的

发现，后来者们可以更有效地生产
出医药制造所需的分子，造福人

类。”姜雪峰说。

在“有机催化”概念建立后，科
学家们也逐渐感受到了其“后来居

上”的竞争力———“有机小分子催
化”一般而言对水、氧不敏感，使

用、存储及放大的技术难度较低；
其核心骨架一般来源于天然存在

的生源途径，衍生应用的成本较
低；此外，小分子一般较为低毒，具

有天然的环境友好属性，分离难度
及成本较低，特别满足药物化学家

的使用需求。
“事实上，我国不少科学家也都

师从今年的两位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他们在归国后，都沿着老师的路

发扬光大，在手性分子领域同样开
展了不少开拓性研究工作。”姜雪峰

告诉记者。

回归传统化学
诺贝尔化学奖奖励过很多传统

的化学家，也奖励了不少与化学交

叉的工作。此次授予有机小分子不

对称催化，也让姜雪峰这样在化学
这一基础学科中奋斗的科研工作者

感受到了极大的激励。
“两位大师的得奖实至名归。我

也非常高兴，因为诺贝尔化学奖回
归了化学的‘核心区’———构建分

子。”姜雪峰感叹。他同时表示，诺贝

尔化学奖有时青睐材料、有时偏好

生物，有时还投入医学的怀抱，这说

明化学在不断进步。“就好像一棵大
树一样，只有根深蒂固，才有可能枝
繁叶茂。让上面的更多的‘枝芽’伸

展到不同的领域展现解决问题的能
力，甚至是‘卡脖子’的问题。”他说，

诺贝尔化学奖的“理综”属性也表明

化学的学科宽广性和在人类社会发
展中的综合性。“通过‘根茎’的突

破，带来‘枝芽’的繁茂，我想每一位
有机化学人都会感到自豪。”

姜雪峰也透露，不对称有机催
化中，所需要催化剂的量还比较大。

而在工业生产中，降低成本则需要
控制催化剂的用量。为此，科学家们

仍在不断努力，也希望基础科学的
突破与工业化生产间能擦出更亮的

火花。
本报记者 郜阳

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回归传统化学

有机催化，造福人类

9 月下旬开始，地球、火星逐渐运行至太阳的两侧且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
线上，太阳电磁辐射干扰逐渐增强，器地通信受到干扰，出现不稳定甚至中断，
这种现象称作“日凌”。为安全度过日凌期，日前祝融号火星车和环绕器先后完
成相关状态设置，停止科学探测工作并持续进行状态监视。日凌将于 10月中旬
结束，探测器将恢复与地面的通信，继续开展科学探测。
这个国庆节，祝融号注定要孤独度过了。

北京时间昨天，2021 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科学家
本杰明 ·利斯特（Benjamin List）和美国科学家大卫 ·麦克米
伦（David W.C. MacMillan）因在“不对称有机催化”上作
出的突出贡献而获奖。
诺贝尔化学奖一度被认为是“理综奖”———之前10 年里，

诺贝尔化学奖有 4次颁给了生命科学研究，还有 2次给了主
要用于生物学研究的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和冷冻电镜。此次
奖励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被认为是回归到认可传统化学。

本杰明·利斯特
Benjamin List

大卫·麦克米伦
David W.C. MacMil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