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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19 日电美国航天局
19 日宣布，“机智”号无人直升机成功完成了
火星上的首次飞行，这是人造航空器首次在
另一个行星上受控飞行。
　　“机智”号团队称，从火星传回到地球的
数据显示，“机智”号完成了持续约 40 秒的
火星首飞，在垂直上升 3 米后，执行了悬停、
下降和着陆等所有设定动作。
　　“机智”号于 2 月 18 日搭乘“毅力”号火
星车登陆火星，它重约 1.8 千克，有 4 片旋
翼，由太阳能电池板为锂电池充电。为了能
在稀薄的火星大气层中飞行，与在地球飞行
的直升机相比，“机智”号旋翼的转速要快
得多。
  新华社北京 4月 19 日电（记者彭茜）一
百多年前，莱特兄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驾驶
飞机飞行，实现了人类翱翔长空的夙愿；一百
多年后的今天，美国航天局“机智”号火星直
升机首飞成功，这是人造航空器首次在另一
个行星上进行受控动力飞行。

　　作为人类首架在外星球飞行的直升
机，“机智”号肩负的使命是验证在火星大
气层飞行所需技术，为研发机器人或探索
火星的先进航空器打下基础。那么，飞翔在
火星究竟有啥不一样？

“机智”号长啥样

　　在美国航天局 19 日提供的视频中，
火星土黄色的大地和远山一片苍茫，伴随
着旋翼的转动，一架小型无人直升机升空，
悬停在离火表约 3 米处，随后又平稳落回
地面。
　　这就是首次成功在外星实现受控动力
飞行的“机智”号，它重约 1.8 千克，拥有 4
片 1.2 米长的碳纤维旋翼。火星大气比地
球稀薄得多，密度不到地球的 1% ，因此

“机智”号旋翼的转速高达每分钟约 2400
转，比普通直升机快 4 倍。
　　由碳复合材料制成的 4 只纤长的

“腿”，可以帮助“机智”号有缓冲地着陆在
火星凹凸不平的砂石表面。“机智”号的机
身仅有一个纸巾盒大小，却装载了机载计
算机、锂电池、传感器和摄像头等。它还携
带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为锂电池充电，每个
火星日可飞行一次，每次持续 90 秒，飞行
距离最长 300 米，飞行高度最高 5 米。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细节，科学家这次
把莱特兄弟首架飞机机翼上的一小块材料
贴在了“机智”号电池板下方，借此纪念人
类首次在另一个行星上实现人造航空器

“莱特时刻”。跨越百年，人类对自由飞翔的
渴望、对技术进步不懈的追求由此交织。

不一样的火星使命

　　飞翔、拍照、收集信息——— 这是“机智”
号作为首架火星直升机所要完成的重要
任务。
　　今年 2 月 18 日，“机智”号搭载“毅

力”号火星车登陆火星。此次“机智”号首飞
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科学考察，而是测试
其在火星上是否“能飞”。飞翔在火星，需要
应对稀薄大气层、猛烈的风、极低温度、深
空辐射和不一样的重力环境等多种挑战。
　　“机智”号飞行收集的数据将会传回地
球，为科学家们调试未来航空器提供重要
依据，比如，如何更好地在不同星球间远程
控制航空器的动作和轨迹。美国航天局还
计划让“机智”号飞得更远、飞得更高，以进
一步进行测试。
　　在首飞过程中，“机智”号还利用其携
带的导航相机自拍了一张自己留在火星大
地上的“倩影”，并传回地球。
　　美国航天局希望“机智”号开启对火星
或其他太阳系目标的空中监测时代。空中
监测可以和探测车的地面监测互为协同，
研究探测车无法到达的陡峭或过滑区域、
拍摄俯瞰图等。未来，这种直升机还可用于
收集样本、运送科研仪器等。

美国“机智”号火星直升机完成首飞

人造航空器首次在另一个行星上受控飞行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蕊）科技将如何改
变你我的生活？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的国际
技术交易会，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上
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未来科技正在

“剧透”无限可能。

　　消杀机器人“集群”，从中国走

向世界

　　这款即将发往韩国，那款已经在德国“上
岗”……在上交会现场，各种不同款式、不同
技术路径的消杀机器人“济济一堂”，展示出
中国科创企业在抗疫科技中的力量。
　　首次亮相的深兰 AI 室内清洁机器人

“小兰鲸”，1.6 米高，看起来像一个高高的
“柜子”，内在却大有乾坤。这款机器人搭载
了深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核心控制系统，集
成了室内激光 SLAM 技术、3D 视觉识别技
术等，完成复杂地形的消杀工作“不在话下”。
　　“中国的机器人正在得到更多认可，前来
和我们洽谈的全球企业越来越多。”深兰科技
创始人、董事长陈海波介绍，深兰科技最新与
韩国 LG 集团签约，双方将共同开拓国际市
场，通过前沿科技助力全球“抗疫”。

　　与此类似，钛米科技的消杀机器人也
已经在日本、英国、德国、南非、新加坡等地

“上岗”。钛米机器人市场经理马夏怡介
绍，钛米智能消毒机器人搭载了紫外线灯、
超干雾发生器和等离子空气净化三大消毒
模块，可以满足手术室、ICU、发热门急诊、
负压隔离病房等场所严格的消杀要求。

　　耕地、打药、采摘，都可以由

机器人“出马”

　　开垦、除草、施肥、打药、采摘、搬运，都
可以交给机器人，这样的“未来农场”正有
望成为现实。
　　在上交会上，上海点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带来了新一代农业机器人的“首秀”。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金悦介绍，基于视觉识
别系统，新款采摘机器人可以通过果实的
大小、颜色等，智能判断哪些是成熟可摘的
果实，准确度“堪比老农”。最新研发的系
统还能将此前单兵作战的农业机器人组成
网络，机器人之间可以进行通讯和协作交
互，“比如，采摘机器人与搬运机器人一起
工作，可以完成整个农业采摘运送过程。”
　　“除了在上海的金山，现在这些技术也
已经在浙江和江苏多地开启应用。希望未
来能让农民打开电脑、输入指令，‘指导’机
器人种地。”王金悦说。

　　“喝氢排水”、自动驾驶，未来

出行绿色又智能

　　未来出行将是怎样？“剧透”告诉你：智
能、绿色，是两大关键词。
　　喝进去的是氢气，排出来的是水，氢燃
料电池汽车被视为未来出行的“答卷”。
　　膜电极被称为燃料电池的“心脏”，其
成本占到整个燃料电池电堆成本的 60%
到 70%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
副教授闫晓晖介绍，交大章俊良教授领导
的研发团队，成功开发出高功率密度长寿
命的低铂用量膜电极。应用该款膜电极的
电堆，性能与丰田“Mirai ”燃料电池汽车
电堆持平，催化剂铂的用量减少约 40% ，
显著降低了成本，单位燃料电池电堆功率
的铂用量技术指标国际领先。
　　“这一新型低铂膜电极，已经被用于上
汽 PROME P390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从
实验室走向了量产，进入了居民生活。”闫
晓晖说，希望通过上交会的平台，为这项先
进技术找到更多“婆家”，助力实现“碳中
和”的愿景。
　　在上交会的现场，还有不少企业描绘
了各种出行的智能化新图景。比如，纽劢
科技负责人介绍，通过摄像头的捕捉结合
后台算法，对于类似车辆变道“加塞”等突

发状况，人工智能相比人脑会有大约 0 至
2 秒的提前识别能力，以确保在无人驾驶
情况下的行车安全。

6 分钟“口红机器人”了解一下

　　会做口红的手臂机器人、可以全面解
读肌肤深层次问题的测试仪……在展会现
场，还有不少满足美好生活愿望、助力消费
升级的新科技。
　　“正常口红从灌装到成品需要 1 个小
时，但这款‘口红机器人’只需要 6 分钟，
还可以根据需求个性化定制。”玛丽黛佳展
台的工作人员费洁慧介绍，色彩定制口红
机最多可提供 100 多种颜色供选择，通过
智能屏幕选定颜色，一键启动后，机械手臂
就会现场制作口红，将制作过程明明白白
展现在消费者的眼前。
　　据介绍，这款机器人未来还将被加入大
数据分析等功能，更好读懂消费者的“心”。
　　“经过 8 年培育，上交会已经发展成为
服务国家战略、展示国际领先技术、链接专
业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上海市商务委副
主任周岚介绍，上交会专门引入了一批与
技术交易相关的技术转化、金融服务、法律
等企业和机构组织“现场驻点”，帮助先进
科技与资本、服务和市场“牵手”，打通技术
交易的“最后一公里”。（参与采写：李子格）

6 分钟“口红机”、机器人会耕地会消毒……
上交会上，未来科技“剧透”无限可能

“深海勇士”

回 归 母 船

  这是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回到母船”探索二号”。
  近期，由中科院先导专项研制的深海高性能传感探测设备 2021 年度首次海试任务圆满完成。
此次海试在南海完成 6 次下潜，海试设备包括我国首套深海 MEMS 气相色谱仪和深海核辐射探测仪
等。这些设备均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为我国深海深潜科学研究再添“利器”，同时为后续开展甲烷
生态循环以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新华社北京 4月 19 日电
（记者胡喆、陈席元）飞天揽月、
遨游太空，自 2016 年将 4 月
24 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以来，
中国航天日已成为社会公众每
年一次与航天近距离接触、互
动交流的嘉年华，成为公众和
世 界 了 解 中 国 航 天 的 一 个
窗口。
　　 4 月 19 日，国家航天局
详细公布并介绍了今年中国航
天日的看点和安排，其中我国
首个火星车名称、月球样品首
次离京展出等看点令人期待。
　　据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国家各有关部委、各地
方、航天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关
高校、社团，围绕“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主题，将举办科学讲
堂 、航 天 展 览 等 约 3 0 0 项
活动。
　　一大批航天展馆、航天设
施、实验室、车间等也将集中向
社会公众和大中小学生开放；
一批院士专家走进大中小学校
园，为青少年进行科普宣讲。
　　今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
将由开幕式、国际月球科研站
宣介会、第四届中国航天大会、

“中国航天公益形象大使”公益
活 动 等 2 0 余 场 系 列 活 动
组成。

　 看点一：国家航天局

将发布我国首个火星车

名称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目
标是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
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拉开我
国行星探测的序幕。
　　我国首辆火星车全球征名
活动已完成初次评审，遴选出
弘毅、麒麟、哪吒、赤兔、祝融、
求索、风火轮、追梦、天行、星火
共 10 个名称作为命名范围，
并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8 日开展了网络投票。目
前祝融、弘毅、赤兔等命名排名
较为靠前。

　　你最期待中国首辆火星车叫什么名字？4 月 24 日
上午，答案将揭晓。

看点二：月球样品首次离京展出

　　据悉，航天日期间，将于 4 月 27 日至 5 月 5 日在南
京市举办中国航天科普宣传周暨“航天放飞中国梦”科普
活动。科普区域将展出重大航天工程航天器模型、实物
展品，特别是月球样品实物及嫦娥五号返回舱、降落伞等
实物首次在京外展出。其中，4 月 27 日至 30 日为学生
团体预约参观，5 月 1 日至 5 日社会公众可预约参观。
　　这一次，南京和周边地区的朋友们不用专门跑到北
京，在家门口也可以近距离感受月壤的独特魅力。

看点三：航天日海报设计出自大三学生

　　为使大家更加了解航天，每年航天日我们都面向全
国公众，组织开展海报征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科普效果
和社会影响。
　　经过评审，由来自兰州大学艺术学院的王淑君同学
设计的海报被选定为 2021 年“中国航天日”宣传海报，
该作品紧扣“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的主题，色彩和谐，富
有想象力。画面中，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衬托下，一位
父亲带着女儿遥望星空，讲述着嫦娥五号、天问一号和中
国空间站的壮举，勾勒出一幅温馨而美好的画面，寓意着
不断发展的事业，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宣传海报可从“中
国的航天”微信公众号、国家航天局网站下载。
　　了解完以后，你心动了吗？快来参加中国航天日，与
星空有约，逐梦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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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伟）2.52 亿年前的二叠纪末
期大灭绝之后，陆地生态系统花费多长时间才恢复？陆
地生物又是如何恢复的？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
队联合有关国际研究团队首次利用数学模拟等技术研
究发现，大灭绝之后的陆地生态系统耗时 1000 多万年
才得以恢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陈中强教授团队发现，2.52 亿年
前的大灭绝，仅有 5% 的物种存活下来，生态系统需要重
新建立。“大灭绝后，少数高级消费者和生态系统底层的微
生物等幸存了下来。比如二齿兽，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一统
江湖，成为陆地之王。”陈中强解释，但是食物链中间环节的
断裂和残缺，使得地球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难以承受恶
劣环境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以至于地球要花上 1000 多万年
的时间来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机。
　　陈中强团队首次运用生态系统数学模拟技术，运用
计算机编程技术和计算系统，针对产自我国新疆地区二
叠系-三叠系地层中数万多条化石记录信息，进行大数
据分析。
　　研究中的古食物网由植物、软体动物、生活在湖泊中
的昆虫、鱼类、两栖类和四足动物构成。这些四足动物小到
蜥蜴类、大到巨型植食性动物，其中也包含掠食者。这些动
物灭绝后，接下来的 1000 多万年间，没有生物接替它们
的位置，从而形成了极不稳定、脆弱的陆地生态系统。此
后，恐龙和哺乳动物在三叠纪晚期开始出现。

2 . 5 2 亿 年 前 的 大 灭 绝

地球用一千多万年才“活”过来

　　新华社北京4月
19 日电（记者董瑞
丰）一边是碳达峰碳
中和，一边是经济社
会发展，如何齐头并
进？科技部部长王志
刚日前表示，科技是
保障二者同时实现的
关键，碳达峰碳中和
将检验并催生一系列
科学结论、科学方法
以及技术创新成果。
　 　 在 近 日 召 开 的

“碳中和科技创新路
径选择”香山科学会
议上，王志刚说，碳达
峰碳中和将带来一场
由科技革命引起的经
济社会环境的重大变
革，其意义不亚于三
次工业革命，希望科
研工作者立足中国国
情，通过科技创新形
成支撑我国未来低碳
发展的竞争优势。
　　王志刚表示，未
来要系统设计碳达峰
碳中和科技创新的体
系结构，形成科技支
撑引领碳达峰碳中和的蓝图和“四梁八
柱”；要坚持目标导向下的问题导向，做好
科技需求分析，明确科技创新的思路和重
点。此外，还要大力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为
实现未来 40 年碳中和目标提供可持续的
人才保障和支撑。
　　按照规划，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
　　近百位院士和高层专家参会，并提出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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