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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天舟四
号货运飞船在位

于海南文昌的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
遥 五 运 载 火 箭 成 功 发
射。数小时飞行后，天
舟四号顺利完成与空间
站核心舱后向对接。此
次任务中，多项亮眼的
航天科技护航“太空快
递”顺利送达。

“千里眼”一路“观察”

在“天舟四号”货运飞船直
冲天际之时，两双由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二院23所研制的“千
里眼”一路密切“观察”，全程确
保稳定飞行。

这两双“千里眼”是两部固
定式脉冲测量雷达，主要用于
运载火箭发射上升段的外弹道
测量。雷达屏幕上，一个小点
不断跳动闪耀，画出线条，并实
时显示观测数据，这些数据为
发射场指控中心提供火箭距
离、方位、俯仰等精确坐标信息
和径向速度，以便掌握火箭上
升段运行状态，为安控系统提
供重要信息，同时为其他设备
提供引导信息。

据悉，自2016年文昌发射
场启用以来，这两部雷达参加
了长征七号首飞、长征五号首
飞、嫦娥五号、天舟一号、天问
一号等多次国家重大航天发射
任务的保障工作。

“神经网”感知“健康状态”

火箭飞行路漫漫，“健康状
况”如何知晓？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九院704所为火箭配套的
各类传感器、变换器遍布火箭
各个部位，编织了一张“神经
网”，精密测量火箭的各类数

据，实时感知火箭的状态。
“神经网”中的超低温压力

传感器成功将我国自研压力传
感器的低温工作温度从零下55
摄氏度拓宽至零下253摄氏度，
使得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对发动
机“血压”的监测变得轻松自如。

“大管家”持续“上传下达”

当天舟四号货运飞船飞到
遥远的太空，地面如何知晓飞
船的情况？这就要依靠数据

“大管家”——复接存储器，它
是地面判定飞船健康状况和传
递指令的关键所在。

在工作过程中，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上各类设备的运行状
态数据通过多个渠道汇聚到这
款由 704 所研制的复接存储
器，再由复接存储器进行统一
调度管理，并及时、完整、准确
地下传所有数据，供地面测控
系统实时获取飞船的运行状
态，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确保飞
行任务安全顺利。

这位数据“大管家”融合了
多项关键技术。在体量上，为
适用设备小型化研制要求，通
过系统优化设计，将复接器和
存储器两台设备的功能集成在
一台设备中，首次在货运飞船
设备中实现了具备复接功能的
存储器。

空间站这些备件“已到货”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206所研制的钙去除组件、
尿过滤器组件等十余件产品
搭载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到达
空间站，据悉，该批备件将作
为空间站环控生保尿处理子
系统正常运行的消耗品。后
续，神舟十四号乘组将升空入
轨并对尿处理子系统开展例
行维护工作，更换钙去除组
件、尿过滤器组件、润滑水袋
组件等消耗品。

尿处理子系统是空间站环
控生保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206所历时十年完成研
制，作为空间站内水资源循环
利用的重要环节，是载人空间
站任务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驻
留的标志性关键产品之一，对
于空间站建造与运营具有重要
的支撑作用。

迄今为止，尿处理子系统
天和正样件已累计在轨飞行超
一年时间，206 所尿处理子系
统研发团队通过分析尿处理子
系统在轨飞行期间各参数变化
情况，总结了天地差异性对尿
处理子系统性能及参数的影
响，并对子系统控制软件进行
了优化。

文图均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日前利用祝融
号火星车获取的数据，在地质
年代较年轻的祝融号着陆区发
现了水活动迹象，表明火星该
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
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刘洋研究员团队
完成，相关成果5月12日在国
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

作为太阳系中与地球同处
于“宜居带”的行星，火星是人
类探寻地外生命的绝佳地点。
火星是如何从温暖湿润变得寒
冷干燥的？火星的水环境演化
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来是人
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为
火星北部低地乌托邦平原区
域，位于年轻的亚马逊纪地层
上，30亿年前至今的亚马逊纪
是火星地质年代几个主要阶段

的末期。已有的研究认为，火
星在亚马逊纪时期气候寒冷干
燥，液态水活动的范围和程度
极其有限。”刘洋介绍。

但此前的轨道遥感数据分
析显示，乌托邦平原曾经可能
存在大量的挥发分，不过，受限
于空间分辨率和覆盖率，并没
有在祝融号着陆区附近发现含

水矿物，这为该地区水活动的
性质带来了诸多疑问。

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
红外光谱和导航地形相机数据
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研究团
队利用这些数据发现了岩化的
板状硬壳层，其中富含含水硫
酸盐等矿物。据推断，这些硬
壳层可能是由地下水涌溢或者

毛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矿
物，胶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
作用形成。

“这一发现表明，亚马逊纪
时期的火星水圈可能比以往认
为的更加活跃，对理解火星的
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
义。”刘洋说，同时也表明，祝融
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
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
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可
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进行原位
资源利用。

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
已在火星表面行驶1年，累计
行驶近2千米，获得了大量宝
贵的科学探测数据。此次发现
标志着祝融号实现了国际上首
次利用巡视器上的短波红外光
谱仪在火星原位探测到含水矿
物。 文图均据新华社

“墨子号”探索
远距离量子通信

记者日前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潘建伟院士及同事
彭承志、陈宇翱、印娟
等利用“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近期首
次实现了地球上相距
1200 公里两个地面站
之间的量子态远程传
输，向构建全球化量子
信息处理和量子通信
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利用量子隐形传
态实现远距离量子态
传输，是构建量子通信
网的重要途径。但在
实现过程中，量子纠缠
分发的距离和品质会
受到信道损耗、消相干
等因素影响，如何突破
传输距离限制，一直是
国际量子通信研究的
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发射的全球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为人类探
索远距离量子通信提
供了新平台。但受大
气湍流影响，光子在大
气信道中传播后，实现
基于量子干涉的量子
态测量非常困难。

近期，潘建伟团队
创新性地将光学一体
化粘接技术应用到空
间量子通信领域，实现
了具有超高稳定性的
光干涉仪，无需主动闭
环即可长期稳定，克服
了远距离湍流大气传
输后的量子光干涉难
题。他们结合基于双
光子路径—偏振混合
纠缠态的量子隐形传
态方案，在中国云南丽
江站和青海德令哈地
面站之间完成了远程
量子态的传输验证，并
且在实验中对六种典
型的量子态进行了验
证，传送保真度均超越
了经典极限。

2012年，潘建伟团
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百余公里自由空间量
子隐形传态。10年后，
他们成功实现突破，创
造了1200公里地表量
子态传输的新世界纪
录。

日前，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物理评论快
报》发表了该成果。审
稿人认为，“这个实验
比以前的实验更具挑
战性，克服了重大技术
挑战，对未来量子通信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千里眼、神经网……
航天科技护航“太空快递”顺利送达

祝融号“火星找水”有新发现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
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示意图。

5月14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祝融号火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