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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观

“窗口期”发射省时省力省钱

包括中国在内，今年计划“探火”的
国家不约而同将火箭发射日期选在7~8
月，这是为什么呢？

“今年7~8月是火星探测‘窗口期’。”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刘勇表示，火
星和地球几乎在同一轨道面围绕太阳公
转，地球公转周期为一年，火星公转周
期约为两年。如果在环形跑道上让地球
和火星进行一场赛跑，发令枪响后“慢
吞吞”的火星大约每两年会遇上地球一
次，此时两行星距离最近。在这一时刻
前后，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器，能让人
类“探火”之旅的“赶路”时间更短、
所携燃料更少、成本更加低廉。

然而，即便是这最短的飞行距离，
探测器仍要经历一场“长途旅行”。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
员张伟告诉记者，火星距离地球最远约
4亿公里，最近也要约5600万公里，以
我国此次将要发射的火星探测器为例，
需要飞行200余天才能到达遥远的火星。

探测器“赶路”期间，地球和火星
始终相对运动着。因此，探测器飞行轨

道设计里头藏着大学问。“火星探测器
往往沿着地火之间的霍曼转移轨道飞
行。”刘勇说。霍曼转移轨道由德国物
理学家瓦尔特·霍曼提出，是一种变换
航天器轨道方法的统称，途中只需两次
引擎推进，相对节省燃料。

结合地球、火星的公转周期，以及
轨道设计的相关内容，科学家通过详细
周密的计算得出，在地球上每隔约26个
月是发射火星探测器的最好时机，“窗
口期”由此而来。

如果错过今年 7~8 月这次“窗口
期”，下次火星探测的好时机只能等到
2022年。

目的地相同，“赶路”时间不一

如果翻阅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即便
国际上历次火星探测几乎都沿着霍曼转
移轨道飞行，“赶路”时间却有长有短。

美国发射的“水手4号”火星探测器，
从距离火星1万公里的高空处拍摄并回
传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的照片。这张充满
了陨石坑的照片当时震惊了科学界。该
探测器于 1964 年 11 月底发射，1965 年 7
月中旬飞越火星，时隔8个半月。

与“水手4号”同一系列的“水手9
号”则在“赶路”途中费时较少。该探
测器于1971年5月底发射，同年11月中
旬抵达，成为人类派往火星考察的第一
颗人造火星卫星。飞行时间仅5个半月。

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发射的火星探
测器飞行时间反而有增长趋势。

据此前 《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道，
此次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飞行7~
8 个月。当然，还有时间更长的“探
火”之行。如1975年美国发射的“海盗
1 号”，耗时 10 个月驶向火星；2013 年

印度发射的“曼加里安号”，耗时11个
半月才进入火星轨道。

为何“赶路”时间不一

目的地相同，为何“赶路时间不
一？”刘勇告诉记者，火星探测器飞行
时间相差较大，除了工程实际中火箭的
运载能力和火星探测器本身的质量以
外，还有两方面因素。

其一，地球、火星的公转轨道都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圆轨道，因此即便二
者距离最近时，这一最近距离也有长有
短。同理，如果不是同一年“窗口期”
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其飞行距离也略有
差别，飞行时长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每一次‘窗口期’火星探测器飞行的
距离不等，下一次探测器飞行距离最短
的‘窗口期’在2035年，这在天文学上
被称为‘火星大冲’。”刘勇说。

其二，飞行时间也与飞掠、环绕等
不同的探测目标有关。飞掠火星只需靠
近即可，相当于“一日游”，旅途中惊
鸿一瞥，拍下几张照片，扬长而去。环
绕火星则需要在特定时刻“刹车制
动”，进入火星轨道成为人造火星卫
星，相当于“深度游”，此后扎根在火
星周围，直至生命终结。因此，当探测
器以环绕火星为任务目标时，其所携带
的燃料更多，变轨相对复杂，飞行时间
也相对长些。

除了飞行时间不一外，火星探测作
为一项系统工程，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
科学问题值得探究。正如刘勇所言：

“航天工程是人类的科技极限挑战，具
有极高的风险性。期待我国首次自主火
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

据《科技日报》

这几天，正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林西县双赢农机合作社播种甘蓝的时
节。大田里，一辆蓝色的大型拖拉机牵
引着起垄、覆膜机具行驶。

令人惊奇的是，这台一直在走直线
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没有人操纵，方向盘
还能自主转动，不断调节前进的方向。

“咱这拖拉机，装上了北斗导航系
统！”在众人一片疑惑的眼神中，双赢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任宇揭开了谜底。

任宇介绍，过去农民种菜从育秧到
起垄、覆膜，再到栽秧，全靠人工，苗育得
不齐，种菜费时又费工，一到栽秧的用工
高峰，就很难雇到人。2019年5月，智能
化育苗工厂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有了整齐划一的工厂化育苗，还得
配套栽秧的农机具。任宇在原有的起
垄、覆膜机基础上，又尝试引进栽秧机。
过去 1 天栽 30 亩蔬菜秧苗，需要人工 25

人，有了栽秧机后，只需要2个人。但是，
用栽秧机时又遇到了新问题，因为得先
起垄、覆膜后才能栽秧，只有先后2次作
业都走直线，秧苗与垄背才能精确对准，
否则就会偏垄。

如何让拖拉机走直线，让秧苗栽得
更精准？通过网络查询，任宇与山东一
家企业取得联系，企业答应可以让合作
社免费试用一下他们生产的农业装备北
斗导航系统。设备到林西县后，企业通
过视频，指导合作社安装、调试导航系
统，终于能成功运行。

在田间试用导航系统时记者看到，
机手在驾驶室简单设定了一下参数，就
跳下车来，拖拉机在无人驾驶状态下，带
动起垄、覆膜机悠然前行，机车后的垄背
笔直，垄与垄的间距也大小相等，十分均
匀。而在栽秧时，机器又能丝毫不差地
把秧栽在垄背的正中间。

任宇感慨，“现在拖拉机装上了这个
北斗导航系统，就像有了大脑和眼睛，农
机手只要到地头，打把方向，把车转过来
就能接着播，反正有卫星在天上给咱盯
着呢，就算是天黑了，机器也能照样把活
儿干好！” 晚综

农民种地用上了北斗导航卫星

多国火星探测器计划七八月升空多国火星探测器计划七八月升空

为何为何““探火探火””都在同一时间段都在同一时间段

记者7月6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
研究院获悉，由该院与地方单位联合
研发的“正压防护采样站”已在新冠
疫情防控中投入应用。应用“正压防
护采样站”，可使医护人员不用穿戴
任何防护装备，快速完成核酸采样。

据了解，该装备具有正压过滤防
护、冷暖空调、过滤器失效预警等特
点，生物灭活率和整体换气效率高，
可使医护人员在不穿戴任何防护装
备情况下，快速完成核酸采样。由于
采用正压防护技术，医护人员所戴的
手套和内部的空气相通，而且内部压
力比外部压力大，即便手套出现破
裂，依然有一个正压把外界的空气隔
绝在外面，可以对医务人员进行充分
保护。 据人民网

新装备使医护人员
不穿防护服进行核酸采样

由于某种藻类出现，位于意大利北
部的普雷塞纳冰川积雪呈现粉红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6日报
道，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研究人员
比亚焦·迪毛罗认为，这种现象应由
当地出现极地雪藻导致。这种藻类
本身无害，但其出现会导致积雪颜色
变深，减弱冰川反射阳光的能力，进
而加速冰川融化。冰川融化越快，藻
类出现越多，因为冰川融化给予藻类
更多水分和空气生长。

今年春夏，普雷塞纳冰川所处地
区降雪较少、气温较高。迪毛罗说：“这
为藻类生长创造了环境。” 据新华社

意大利冰川变粉红色

以色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近
日开发出一种柔性高分子材料，它
在遭受“伤害”（即刮擦、割伤或扭
伤） 时能够“自愈”。将其与传感器
相结合，有望获得柔性具有自我修
复能力的电子皮肤，未来可用于机
器人、假肢和可穿戴设备上。

穆罕默德·卡迪布博士首先研发
出弹性体，其被拉伸至原长度的11倍
也不会断裂。随后，开始利用弹性体
开发电子皮肤。利用电子皮肤组成的
传感系统能够监控环境变量。同时，
该系统包含能监视系统电子部件损
坏的类神经元组件，以及让受损部位
加速自我修复过程的其他组件。晚综

柔性电子皮肤可“自愈”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目前目前，，计划在计划在77~~88月择机发射的美国月择机发射的美国““毅力号毅力号””火星探火星探
测器和阿联酋测器和阿联酋““希望号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已进入发射火星探测器已进入发射““倒计时倒计时”。”。
而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而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天问一号””的发射也备受关的发射也备受关
注注。。不久前不久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透露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今年77~~88月月，“，“天问一号天问一号””将进行将进行
发射发射。。

这场多国登台的这场多国登台的““探火探火””大戏让人拭目以待大戏让人拭目以待。。

1994年，我国正式启动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建设；2020年6月23日，
北斗三号“收官之星”直奔苍穹。至
此，北斗全球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
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提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
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信
授时、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
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火星车外观设计构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