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新知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16

据美国《科学新闻》双周
刊网站不久前报道，大约6600
万年前，一颗直径达10公里的
小行星撞上地球，不久后，所
有非鸟类恐龙以及陆地上、海
洋中的其他许多物种都灭绝
了。科学家不知道撞击事件
发生的确切年份，但研究人员
说，他们已确定了撞击事件发
生的季节——北半球的春季。

发现来自
对古代鱼类骨骼的分析

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
然》周刊上发表报告称，这一发
现来自对古代鱼类骨骼新做的
分析。这些鱼类骨骼原本埋在
美国北达科他州西南部一处名
为塔尼斯的特殊遗址中。

确定撞击事件发生的季
节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解释
鸟类、小型哺乳动物和其他生

物在撞击后的全球生存模
式。例如，在地下洞穴中度过
冬季的生物会在北半球的春
季出洞并表现活跃，这就会使
它们在面对撞击时特别脆
弱。相比之下，在南半球的秋
季，这类生物很可能正准备睡
上一季，因此可能会受到更多
保护。

科学家2008年在塔尼斯
发现了一些沉积物。这些沉

积物据称“记录”了希克苏鲁伯
陨石撞击后不久发生的河床洪
水泛滥和其他破坏。此前的研
究还表明，一些塔尼斯鱼化石
的鱼鳃中卡着一些小球体——
小行星撞击地球时飞出的、由
熔融和汽化岩石构成的凝固球
体。这表明，在灾难降临时，这
种鱼仍活着，还在呼吸。

并未参与这项新研究的
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

分校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小
托马斯·霍尔茨说：“这些生物
的死亡时间与碎屑降临的那
一刻惊人地接近。”

至少北半球恐龙
灭亡于春季

一些鱼骨具有记录季节
性和年度生长周期（类似于树
木的年轮）的特征。这些特征
通常包括，一个标志着骨骼活
跃生长的较粗区域、一个代表
着骨骼生长缓慢的较细区域，
以及一个被称为“生长受抑
制”线的特征，这条线可能表
示当时处于冬季，有时则意味
着出现了饥荒或干旱。

为了弄清小行星撞击的
季节，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脊椎
动物古生物学家梅拉妮·杜林
及其同事对三条匙吻鲟的下
颚骨和三条鲟鱼的胸鳍骨棘
进行了研究。杜林说，所有六

块骨骼样本最外层的结构都
显示，尽管处于快速生长期，
但生长速度尚未达到前几年
生长周期中的峰值。这意味
着，在这些鱼死亡时，其骨骼
记录的最后一个生长季的数
据尚未达到夏季的峰值。

鱼骨上的“生长受抑制”
线具有规律性，这有力地证
明，这些鱼在死亡时并没有遭
遇干旱或饥荒。杜林说：“从
各种迹象看，这些鱼的情况都
不错。”

研究小组将结果综合起
来分析后认定，春季是恐龙灭
亡的季节，至少对北半球的恐
龙来说是这样。

“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有
确凿证据支持的可靠观点。”
并未参与这项新研究的英国
爱丁堡大学脊椎动物古生物
学家斯蒂芬·布鲁萨特说。

据新华社

开启空间观测新模式
陆地探测一号01组B星升空

恐龙时代或结束于春季

以地表形变干涉测量为核
心任务，构建全球首个用于地
表形变干涉测量应用的L波段
雷达遥感双星星座；双星绕飞，
实现高精度地形测绘……

2月27日，陆地探测一号
01组B星（L-SAR 01组B星）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B星入轨后，将单独开展
在轨测试，再与A星进行编队
测试。该组卫星将为地质灾害、
土地调查、地震评估、防灾减灾、
基础测绘、林业调查等领域提供
强有力的空间技术支撑。

穿云透雾
地面观测分辨率达到米级

陆地探测一号01组卫星
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2015-2025
年）》中首个立项的科研卫星工
程，由A、B星组成。A星已于1
月2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实施发射，目前正按计划
开展在轨测试，卫星相关功能
性能正常。

此次任务，国家航天局负
责该卫星工程组织管理、重大
事项组织协调和发射许可审
批，自然资源部为主用户单位，
与应急管理部等用户部门负责
应用系统建设和运行，中国资
源卫星应用中心、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负责地面
系统建设和运行，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负责卫星系统和运
载火箭系统抓总研制，中国卫
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发射场
及测控系统组织实施。

陆地探测一号01组卫星
所观测的数据作为重要的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大型工程建设、灾
害评估、地质制图、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例如我们要建设5G基站
及特高压输电线等，这些设施
往往都选址在坡地、丘陵、山
间。坡度、坡向、山脊线、山谷
线等信息可为这些站点的合理
布设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陆
地探测一号01组卫星总设计
师陈筠力说。

陈筠力介绍：“因为我们国
家山区丘陵多，人工测绘耗时
又危险，而光学遥感受制于我

国大部分地区多云多雨气候特
征的影响，无法做到实时获
取。雷达卫星的特点，使其可
以穿透云层和地表植被，实现
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观
测，在地形测绘中具有独特的
优势。”

“我们应用了波的干涉原
理，两颗卫星中一颗发射雷达
信号，当两颗卫星同时接收到
地面回波后，通过处理就可以
反演得到地面与两颗卫星之间
的距离差，进而获取地面的高
程信息。”陈筠力说。

据悉，陆地探测一号01组
是全球首个L波段分布式编队
多极化干涉合成孔径雷达测高
卫星系统，地面观测分辨率达
到米级，地面高程测量精度满
足1比50000比例尺标准。可
为我国自然资源调查体系构
建、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
更新、高精度地形数据更新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双星共舞
通过两颗卫星绕飞进行观测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测高的
原理要求双星需要在特定的视
角差范围内对地观测，但双星
不断绕飞运动，两星之间的距
离及视角差是不断变化的，而
且卫星要为防碰撞留足够的安
全距离，这给卫星的编队构形
设计及控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

“根据双星干涉测高要求，
双星在太空需时刻携手相伴飞
行，犹如花样滑冰双人滑的运
动员，既要保证各自技术动作
的精准稳定，还要兼顾两人动
作的协调配合。但与数分钟的

比赛不同，卫星在轨需要在任
务周期内克服各类复杂干扰因
素的影响，实现稳定运行。”卫
星副总设计师魏春解释。

研制团队考虑到有限的燃
料分配和长时间的运行要求，
提出了绕飞编队构形设计与精
确保持的新方法，利用地球引
力摄动关系优化配置双星轨道
参数，同时设计了基于精确脉
冲控制的编队构形自主保持技
术，绕飞构形参数精确控制在
米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星星相通
双星协同绘大地

双星在轨干涉测高，需要
两颗卫星在时间、空间、相位三
个维度上保持高度一致性。卫
星总指挥李瑞祥介绍：“B星与
A 星设计状态一致，可谓一对

‘双胞胎’，从根源上对一致性加
以保证，而且双星在轨还可以通
过星间链路实现互联互通。”

研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
了基于实时编队构形的三维
姿态导引与控制、非中断双基
地成像等一系列新技术，可有
效保证双星的同步性能。基
于实时编队构形的三维姿态
导引与控制技术，还可有效提
升陆地探测一号01组双星长
基线编队飞行时的空间同步
性能。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采用
了非中断双基地成像模式，从
根本上解决了双基星载合成孔
径雷达成像和相位同步不能同
时进行的难题，可大幅提升相位
同步精度，并形成了自主知识产
权。”卫星副总设计师王宇说。

据新华社

恐龙模型（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L-SAR 01组B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