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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开展太阳探测活动,
贡献中国方案

身处太阳系之中，人类无法不对给
地球带来光明与能量的太阳产生好奇并
进行探索。科学家表示，大约在46亿年
前，太阳在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万光年
处，由星云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坍塌凝聚
而形成，太阳寿命大致为100亿年，目
前正处于壮年期。太阳直径达139万公
里，是地球的107倍，质量则是地球的
33 万 倍 ， 占 整 个 太 阳 系 总 质 量 的
99.87%。

“太阳对地球演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
作用不可或缺；同时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也无所不在，主要体现在太阳爆发产生
大量带电高能粒子，对地球电磁环境造
成严重破坏，其中尤以太阳黑子、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对地球电磁环境影响最
为显著。”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
心主任、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重大专项工
程总设计师赵坚介绍，太阳活动周期约
11年，当前正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
期，全世界又进入太阳研究新的高峰期。

据介绍，太阳黑子存在于太阳光球
表面，是磁场的聚集之处。其数量和位
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发生周期性变化。太
阳耀斑是太阳活动的重要表现，是太阳
表面局部区域突然和大规模的能量释放
过程，所辐射出的光的波长横跨整个电
磁波谱。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释放能量
的另一种形式，一次巨大的太阳爆发日
冕物质抛射事件，可让数十亿吨的物质
短时间内离开太阳，喷射到宇宙空间。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
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全世

界已发射了70多颗太阳观测卫星，聚焦
于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观
测研究。当前的主要趋势是对太阳结
构、磁场、黑子、耀斑、太阳大气等进
行综合观测和抵近观测。

“探测和研究太阳活动，提出应对措
施，能够降低或规避对地球的不利影响。”
赵坚介绍，我国目前已经制订了两个太阳
探测计划，分别是“羲和”和“夸父”探
测计划，这是太阳探测的中国方案和中国
贡献。羲和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
神，掌管时间和历法，并以太阳母亲的形
象为人们所认知。“羲和号”实现了我国太
阳探测破冰之旅；“夸父”探测计划则是研
制发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对太阳
进行科学观测，已纳入中国科学院先导计
划，计划于明年发射。

此外，我国正在论证后续太阳探测
发展计划，科学家们希望按照在黄道面
内多视角探测、大倾角太阳极区探测和
太阳抵近观测“三步走”实施，进一步
了解太阳构造，确定太阳活动的三维结
构，掌握其机理和活动规律，从而造福
人类，趋利避害。

将首次实现空间太阳Hα
波段光谱成像探测,提出天文
光谱测速导航新方法

专家介绍，此次发射的“羲和号”
卫星全称是太阳Hα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科学载荷为太
阳空间望远镜。“羲和号”整星重量508
公斤，设计寿命3年，运行于517公里高
度、倾角98度的太阳同步轨道；该轨道
将经过地球的南北极，能够24小时连续

对太阳进行观测。
“羲和号”成功发射，意味着我国实

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标志着正式步入
“探日时代”。

什么是太阳Hα谱线？
专家解释，太阳Hα谱线是研究太阳

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的谱线之
一，通过对该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
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
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
物理机制。

“之前只能在地球上对Hα谱线进行
探测，受大气干扰，探测数据不连续、
不稳定。现在通过‘羲和号’探测，对
其进行高分辨率成像，46秒内就能获得
全日面1600万个点上的光谱，在300余
个波长点上同时获得色球和光球的二维
图像，可以更加准确地获得太阳爆发时
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进而
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完整物理
模型。”赵坚介绍，“羲和号”卫星在轨
开展的相关试验是国际上第一次在太空
进行Hα谱线研究，有望获得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学产出，将显著提高我国在太阳
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太阳探测科
学技术试验卫星总设计师程卫强解释，卫
星空间太阳Hα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可一
次实现三大科学目标：观测太阳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的光球及色球表现，揭示太阳
爆发的源区动态特性和触发机制；观测太
阳暗条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色球表现，揭示
其与太阳爆发的内在联系；获取全日面
Hα波段多普勒速度分布，研究太阳低层
大气动力学过程，为解决“太阳爆发由里
及表能量传输全过程物理模型”等科学问

题提供重要支撑。
据了解，当前国际上太阳探测已成为

热点，我国在太阳观测领域发表论文数量
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于国外卫星数据。“‘羲和号’发射成功后，
将打破这种被动局面，我国将成立卫星数
据科学委员会，制定数据政策，供国内外
科学家研究、使用、共享卫星探测数据，力
争产生原创性科学成果，为人类科学事业
做出中国贡献。”赵坚说。

首创“双超”平台，推动
高精度卫星平台技术跨越性发
展

“羲和号”卫星的创新意义不仅仅体
现在太阳探测方面。它采用国际首创的

“双超”新技术卫星平台，实现了载荷在
轨指向的超高精度和超高稳定度控制，
比目前同等惯量的卫星平台提高了两个
数量级，业内称之为“双超”平台，将
推动我国高精度卫星平台技术跨越性发
展。

随着我国航天产业不断发展，对地
观测、空间科学等各类航天任务对高性
能卫星平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其是
具有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指标的
卫星平台。

“传统卫星采用平台舱和载荷舱固连
的设计方法，因此平台舱活动部件振动
会不可避免地传递至载荷，造成观测质
量下降。”程卫强介绍，在国家航天局支
持下，卫星研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采用
了“动静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
法，将平台舱与载荷舱物理隔离，并将
飞轮、太阳帆板等微振动源集中于平台
舱、太阳Hα光谱仪放置于载荷舱，采用
磁浮控制技术和执行机构实现两者物理
非接触隔离，不仅阻断了平台舱微振动
的传递路径，同时解决了平台舱热变形
对载荷舱影响，使载荷控制精度和稳定
度提升两个数量级以上。

“羲和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自
主研发的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

“双超”卫星结构平台顺利进入应用阶
段。与此同时，“羲和号”卫星还将在轨
验证无线能源传输、舱间无线通信、舱
间激光通信、重复连接释放、舱间电缆
脱落与收纳、原子鉴频太阳导航仪等多
项新技术和新产品。

赵坚介绍，“羲和号”高性能技术卫星
平台在轨试验成功后，将大幅提升我国空
间观测技术水平。未来，“双超”平台技术
还将在高分辨率对地详查、大比例尺立体
测绘、太阳立体探测、系外行星发现等新
一代航天任务中推广应用，推动我国空间
科学领域、航天技术领域跨越式发展。

据《人民日报》

我国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

““羲和羲和号号””来了来了！！

近日，挂载航空重磁测量设备的彩
虹-4无人机完成了5000测线千米的示范
应用飞行任务，顺利降落在东部沿海某
机场。这标志着彩虹-4无人机航空重磁
测量系统已达到生产应用的标准，未来
可在我国海洋以及高原开展航空重磁综
合测量飞行任务。此次任务由国防科技
大学和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完成。

在医学领域，医生为了得到更加精
确、准确的病灶图像，需要借助CT造影
手段。而借助航空物探技术，用飞行器
装载的航空重力、磁力等探测设备，对
地球可能储存着各类矿产资源的区域进
行“扫描检测”，以可视化的数据影像呈
现地下矿藏资源，在科学考察、石油天
然气勘探等领域有着广阔前景，这就好
比给地球做“CT”。

据介绍，彩虹-4无人机重磁综合测
量系统，是全国首个实现无人机重磁综

合测量的飞行平台，实现了近21小时超
长航时单架次飞行测量，总有效测线
2712公里，也是目前全球物探领域单架

次飞行航时最长的航空器。
参与项目的科研人员表示，此次航空

重磁测量系统由国内相关单位研制，实现

了设备小型化和智能化的要求，在飞行中
经受住了高空恶劣环境和长时间工作状态
的考验。此次飞行主要进行了测线、基准
线的飞行测量和超长航时（≥18小时）测
线飞行测试。测量结果显示，彩虹-4重
磁综合测量系统状态稳定，飞行测量数据
良好，航重测量系统和航磁测量系统达到
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我国已经能够在青藏高原和中
远海开展大中比例尺高精度无人机航空
地球物理测量工作。在科技创新的引领
下，未来以无人机为平台的航空地球物
理测量工作将建立新的研究方向，把相
关领域研究推上新高度。

专家表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搭
载多种设备、数千公里作业效率的航空
地球物理测量新装备，将会在各地展示

“中国制造”的魅力，通过给地球做
“CT”，用航空物探精确发现地球宝藏，
造福人类。 据人民网

给地球做“CT” “中国制造”显身手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智
牛’跑”，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
一块大约800亩的农田上，一辆无人驾驶
的拖拉机在刚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进行
耕整土地作业；在河北省赵县，技术员规
划自主作业路径、下达双机编组指令后，
搭载北斗无人系统的两台120马力的拖
拉机和智能采收无人农机、运输无人农机
开始自主协同作业，不到10分钟，一垄甘
蓝被采收得干干净净；在浙江省慈溪市横
河镇新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驾驶
插秧机正在田里进行作业，田间自动插
秧、智能避障、掉头转弯，保证了插秧作业
的连续稳定性……类似的智能无人化作
业场景，在黑龙江、吉林、山东等多地的农

田作业中屡见不鲜。
农田耕种的效率和精细化程度，直

接影响农业的生产效益，随着人工智能
向农业的深度渗透，农业的智能化水平
正在快速提升，农业的耕作方式也在发
生改变。农机无人作业系统是人工智能
在农业中最为广泛的应用，被称作“虚
拟机手”，安装在普通农机上，可以适配
几十种不同类型的农具，让普通农机具
备全昼夜、无人化、精准作业的能力。

农机无人作业系统是如何实现智能
耕地作业的呢？中科原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韩威介绍，以北斗无人农机系统
为例，它由北斗接收机、毫米波雷达传感
器、红外线摄像头、转向和驱动控制组

成。在无人驾驶农机出发前，就已经通过
智能规划设定好路径，保证沿着期望的轨
迹行驶到农田里，定位精度可达 2.5 厘
米。规划好路径后，挂上相应的农具，赋
予它一个任务——去哪块地、干什么，并
发出相应指令。另外，还为农机规划了电
子围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出边界。

农机无人作业系统不仅高效、安
全、精细，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富裕
县农业合作社的韩师傅说，农机手只需
要在无人农机工作前设计一下它的作业
地块即可，然后用手机远程监控，控制
启停，接下来就是无人驾驶拖拉机自己
工作，时长可达几十个小时。据中科原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测算，农机

无人作业系统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使
整体效率提升了30%。

当前，人工智能在我国农业的落地应
用条件已成熟，正在农业场景中快速发
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原动力科技公
司首席科学家李德毅认为，农业机器人是
农业人工智能的重要内容，当前全球农业
机器人市场重点集中在无人驾驶拖拉机、
无人植保作业、喷药无人机、农田巡检机
器人、挤奶机器人、摘果机器人等领域，其
中无人驾驶拖拉机和喷药无人机是我国
农业机器人的主力军。未来还需加大农
业机器人研发力度，继续拓展农业场景，
探索未来无人农场，实现智慧农场整体解
决方案。 据《人民日报》

无人农机快速驶进广袤田野

在在20212021中国航展上亮相的彩虹中国航展上亮相的彩虹--44无人机无人机。。

综合英国 《每日邮报》 和
《卫报》近日报道，一款名为Or-
ca的“直接空气捕集器”在冰岛
的Hellisheiei地热发电站投放市
场。

这款号称是减缓气候变化的
工具由瑞士和冰岛的两家公司建
造，耗资1500万美元，在满负荷
运转时，每年将捕获4000吨二氧
化碳。

Orca由一堆金属“空气洗涤
器”组成，内部是化学过滤材
料，这些空气洗涤器用风扇从周
围空气中吸入二氧化碳，然后用
化学过滤器将其抽走。过滤器一
旦二氧化碳饱和，收集器就会关
闭，将没有更多的空气进入。

接下来，发电站的电力将会
对收集器的内部以及捕获的二氧
化碳进行加热。这会从过滤器中
释放出二氧化碳并以浓缩形式将
其提取出来。

与水进行混合后，二氧化碳
可以被永久储存在深层地质层
中，以用于制造燃料、化学品、
建筑材料和其他产品。据报道，
通过自然矿化，二氧化碳会与玄
武岩反应并在几年内变成石头。

碳捕获和储存的支持者认
为，这项技术可以成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工具。然而，批评人
士认为，该技术仍然非常昂贵，
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大规模运
行。 据《科技日报》

全球最大“吸碳”机器启动
每年将捕获4000吨二氧化碳

Orca由8个大型收集器组成。

最近，日本京都大学一个研
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新装置，可将
热量转化为光并利用光伏电池发
电，从而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目前的硅光伏电池能源转换
效率理论极限约为30%，而热光
发电的转换效率理论上可以超过
35%。热光发电作为一种有助于
实现脱碳社会的新技术，计划10
年后投入使用。

研究小组将装置的光源与光
伏电池之间的间隔缩小到140纳
米，比光的波长还要短。采用了

精确堆叠微细结构的技术，利用
10微米的细梁支撑光源。

由于光源与光伏电池靠得很
近，形成了一体化，产生的光不
会在光源内部反射，可以传输给
光伏电池。在实验中，研究小组
将光源加热到1000℃左右发现，
利用铟、镓和砷制造的光伏电池
可以获得更多的光。

这一成果超越了所谓的黑体
极限。经确认，光伏电池产生的
电流约为以往热光发电装置的
5倍到10倍。 据中国科技网

新装置或突破光伏电池
能效极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据每日科学网站报道，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科学家受软体动物
贝壳的启发，开发出了更加坚固
的玻璃。被撞击时，这种玻璃不
会破碎，而是像塑料一般具有韧
性，未来或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比如改善手机屏幕等。

钢化、层压等技术可以强化
玻璃，但成本高昂，一旦表面损
坏就不再起作用。研究人员表
示，在强度、韧性和透明度之间
做好权衡是制造新型材料的关键。

麦吉尔大学生物工程系副教
授艾伦·欧利希从大自然中汲取
灵感，创造了一种类似珍珠贝中
的珍珠层一样的新型玻璃和丙烯
酸复合材料。新材料不仅比普通
玻璃坚固3倍，而且抗裂性也提

高5倍以上。
“珍珠贝既有硬质材料的刚

性，又有软质材料的耐久性，两
者兼而有之。”欧利希解释说，

“新材料由像粉笔一样的硬块组
成，上面覆盖着具有高弹性的软
蛋白质，这种结构可产生非凡的
强度，使其比构成它的材料坚韧
3000倍。”

研究人员用层层玻璃薄片和
丙烯酸复制了珍珠贝的珍珠层，
制造了一种非常坚固但不透明的
材料，制造过程容易且成本低
廉。接着，他们进一步使复合材
料具有光学透明性。下一步，他
们计划结合智能技术来改进玻
璃，使玻璃可以改变颜色、力学
性质和导电性等。 据央广网

贝壳仿生玻璃坚不可摧
或将用于改善手机屏幕

10月14日18时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
号”，实现我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探日”
时代。“羲和号”将实现国际首次太阳Hα波段光谱成像的空间探
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在太阳物
理领域研究能力，对我国空间科学探测及卫星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

探测太阳有什么用？我国太阳探测计划有哪些？这颗卫星有哪
些创新之处？将给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羲和号”发射现场。

玻璃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左）和珍珠层的微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