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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除了迈向“星辰大海”，在民生
领域，航天科技也发挥着重要的支撑
作用。从数万枚火箭弹保春耕，到研
发高端材料，再到进军新能源……航
天动力技术研究院（航天科技集团四
院）将高新技术转化到重点技术装备
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不断研制
出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让高大上的航天技术更加接地
气，走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于国
计民生。

万枚火箭弹保春耕

4月下旬以来，正值东北春耕时
节，辽宁西部等地出现明显农业干
旱,严重影响了旱地春播作物的出苗
和生长。当地气象部门开展大规模联
合增雨作业，其中大规模使用了航天
科技集团四院中天火箭公司的增雨防
雹火箭弹、飞机焰条、地面人影作业
系统。通过人工增雨，累计增加降水
4.12亿立方米，有效缓解旱情，提升
土壤墒情，为春播生产创造有利条
件。

今年以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
院生产的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已先后为
新疆、辽宁、陕西、四川等地的春耕
备耕工作提供了强力服务保障，成为
全国各省、市（区）的主要人影作业
产品，累计为全国各地提供增雨火箭
弹4万余枚，发射架批次配套90余
台，飞机、地面焰条7600根，同时
还配套了火箭弹储运箱、人影专用车
辆、地面指挥系统等大量装备产品。

多年来，四院中天火箭研制生产
的民用增雨防雹火箭已成为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的主要产品，在减灾防灾、

生态环境修复、森林草原防火、重大活
动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业务
国内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据了解，未来四院将加快实现增雨
防雹火箭弹、发射架、播撒装置等人影
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动无人机、消雾霾
等项目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得到应用。

打破垄断 占据国内高端铜箔
装备40%市场份额

铜箔是沉淀在电路板基底层上的超
薄连续金属箔，近年来，随着电子工业
的飞速发展，市场对电子铜箔的质量要

求越来越高。阴极辊作为生产铜箔设备
中的核心部件，不断向大规格发展。

近年来，四院7414厂凭借航天旋
压技术，自主研制了国内首套直径
2700mm旋压钛筒阴极辊，打破了日
本等发达国家同类产品对市场的垄断，
并接连取得了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目前，该产品占据了国内高端铜箔装备
40%的市场份额，已成为四院航天技术
应用产业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国内外铜箔市场持续向好和需
求量迅猛增加，该厂阴极辊以其先进的
技术和可靠的品质，迎来了井喷式的旺
盛需求。今年以来，该项目已累计新签

合同订单23亿元。

新材料助新能源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
竭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
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据预测，未来
30年，电力将是最主要的终端能源消
费形式，而八成以上的电力，将由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来供应。

四院超码科技公司瞄准未来新能源
发展趋势，利用航天碳材料技术优势，
研制生产了光伏行业高温炉用热场材料
产品，实现了产品从2010年16英寸-
20英寸快速发展到现在的36英寸-40
英寸的大尺寸化发展。

通过碳纤维预制体的优化设计、关
键设备优化改造以及精细化工艺过程控
制等不断创新，掌握了国内先进的批量
化低成本生产制备技术，使得公司光伏
热场用炭/炭复合材料的制造成本大幅
降低。同时具备了晶硅制造热场系统部
件的定制化设计和生产能力。

“十三五”期间，公司通过技术提
升、设备挖潜、生产组织优化等创新措
施，实现年度销售收入由“十三五”初
期的7365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4.6亿
元。“十四五”开局，通过军民两用高
温特种材料生产线建设，实现了热场材
料产能向千吨级迈进的关键一步。公司
成为隆基股份、中环股份等行业领军企
业的重要供货商，在单晶硅光伏行业
炭/炭热场材料领域市场中位居前列。

据了解，未来，航天科技集团四院
将按照“三高”全面发展的新要求，继
续推进航天技术转化应用，积极开发新
产品，让航天技术在更广阔领域为国计
民生服务。

航天技术新装备进军国民经济主战场
本报记者 王硕

6月6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舟货运飞船，开启了
航天员为期 6 个月的“太空出差
生活”。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
次载人任务，其安全运行的背后
是技术的不断改进与迭代，其中
饱含着科技人员的精心设计与集
智攻关——

太空门廊“生命通道”

航天员从飞船进入空间站，
轨道舱前端主动对接机构和核心
舱的被动对接机构之间长约1米
的通道，是航天员进入空间站的

“门廊”。
为了给航天员进出自如的空

间，设计师对安装在对接机构上
的产品进行集成设计，并参照人
机工效学等方面内容，为航天员
搭建了一个直径达 80 厘米的圆
形通道。

对接通道打开后，航天员相
当于进入一个大的密封舱。据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805所设计
师介绍，神舟飞船的密封圈采用
双圈设计，这种设计可以确保在
零重力和恶劣的空间环境效应情
况下，不会从对接面脱落，使密封
性能得到双重保护。

设计师对密封圈的材料也进
行了长达 6 年的攻关，解决了普
通材料在低温环境中的“脆变”特
性以及长期工作后材料老化等一
系列问题，为航天员打造了一条
密不透风的“生命通道”。

11 年间，对接机构已圆满完
成20次空间交会对接，以一次次
安全可靠的“太空之吻”成就了一
款金牌产品。

一船被遮“八方”支“源”

神舟十四号执行任务期间，
将亲身经历空间站转入三舱组合
体飞行模式，将先后经历一字构
型、L型构型和T型构型。

由于特殊位置，飞船可能长
时间处于太阳无法照射下的极低
温度环境；也可能局部区域持续
受到太阳辐照。极端环境下，温差
可能达到200摄氏度。

据了解，本次任务中，在一字
构型下，最长可带来19天的长周

期全遮挡；而在 L 型构型和 T 型构
型下，神舟十四号仅有两三个很短
的时间段能接受到较好的光照，随
着太阳高度角的周期变化，还会出
现一侧太阳翼被全遮、另一侧复杂
遮挡的情况。这些过程给航天员的
健康和飞船设备的供电系统带来严
峻考验。

为应对这些问题，设计人员除
了在地面开展能量平衡仿真分析，
充分验证太阳电池翼、储能蓄电池
和充电控制措施能够适应工作条件
的复杂变化外；还通过与飞船总体
共同协作，制定了电源分系统动态
在轨维护管理机制。

同时，针对控温难题，工程师们
突破了飞船外避热控涂层光热性能
选择性设计与调控、热控材料空间
稳定性设计与大型复杂结构界面结
合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制了低吸
收-低发射型热控涂层。

这种新型控温外衣也应用在神
舟十三号上，在超过 200 摄氏度的
大温差与长期低温以及强辐射的空
间环境中，飞船的舱内环境温度能
够始终控制在18至26摄氏度。

不断推进技术升级与完善

每一次航天任务其实都面临着
技术的不断推进与完善。

以遥测设备为例，它是载人飞
船健康状态的“晴雨表”，给地面飞
控人员提供了飞船各阶段的状态，
以保证飞船稳定可靠运行。

与神舟十一号相比，神舟十二
号到神舟十五号飞船的遥测设备通
过方案和技术改进，在原有传输遥
测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了话音数据
的同步传输，同时具备话音数据的
冗余备份，为天地通话保驾护航。

而且，在原有的天地话音链路
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用于交会
对接的空空话音链路通道，可以实
现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前的高质
量双向通话，航天员可以不用来回
在各个舱之间穿梭进行信息传递。

而遥控设备也通过驱动芯片改
型、飞行器识别码自适应配置等设
计手段，不断适应空间站工程多船
在轨协同工作的匹配性。

这些技术的更新换代，都是对
航天设计师们的一次提升。随着航
天科技的不断推进，在推动航天事
业发展的同时，这些技术也将逐步
造福百姓日常生活。

解密神舟十四号的“黑科技”
本报记者 王硕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中
国科协日前正式推出“星辰大
海 逐梦启航”科学家精神专题
展（线上）。

本次展览以“获小行星命名
的中国科学家”为主线，以科学
家精神内涵为框架，设立“彰显
家国情怀”“探求科学真理”“追
求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事业”

“弘扬科学文化”5个篇章，立
体呈现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科技工作者投身科学救国、
科技报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
伟大事业的感人故事。

展览意在引导广大科技工作
者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的具象化表达作出更加深刻的思
考，从而凝聚广泛的思想共识，熔
铸坚实的精神支撑，激发强劲的创
新动力。

据悉，小行星命名作为一项国
际性、永久性的崇高荣誉，获批后
将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永载天文史
册。截至目前，已有百余位中国科
学家 （含古代科学家）获小行星命
名，形成天空中闪烁的中国科学家群
星。他们绝大多数活动于近百年间，
很多人成为我国近现代科技发展过程
中的领军人物，如天上星辰，指引着
时代的方向，尽其一生诠释着以“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
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专题展云上开幕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农业
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科院院长
吴孔明日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交流会
上强调，要坚持以贺信精神为指
引，加快推动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
自强。

五年来，中国农科院坚持以贺
信精神为指引，推动各项事业取得
了显著成就。坚持面向世界农业科
技前沿，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实
现了杂交稻种子克隆理论突破，构
建了全球首个亚洲栽培稻泛基因
组，牵头绘制出小麦D基因组精细
图，破解了二倍体马铃薯自交不亲
和与自交衰退机制，率先揭示了
H7N9禽流感病毒跨种感染、传播
的关键机制，首次发现了产甲烷古
菌碳代谢新途径,揭示了烟粉虱为
害 600多种植物的奥秘。在CNS
等顶尖期刊发表论文67篇，作物
功能基因组、植物保护、预防兽医
等基础学科处于全球领跑位置。大
力推进作物种植资源鉴定与新品种
培育、功能基因挖掘与分子育种设
计、畜禽资源挖掘与核心种质育
种、高效繁殖调控与健康养殖技术
等攻关，取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成果
29项，占全国农业领域1/4。

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全力
支撑农业稳产保供。自主培育的

“华浙优261”大幅度提高了超级
稻食味优质化率；优质强筋小麦

“中麦895”累计推广5100多万亩；
广适高产优质大豆品种“中黄 13”
累计推广超过 1 亿亩；“中油杂
501”油菜亩产达到419.95公斤、含
油量高达 50.38%；“中甘 21”成为

“高原夏菜”重大品牌。“中畜黑猪”
新品种进入第一世代选育，肉鸡基因
芯片育种技术领跑全球，“中新白羽
肉鸭”“广明2号”白羽肉鸡等新品种
打破了国外种源的长期垄断。研发了
玉米籽粒直收、水稻长秧龄大苗同步
开沟插秧、油菜毯状苗移栽等技术装
备，加快了“机械换人”的进程。摸
清了草地贪夜蛾迁飞危害规律，构建
了监测预警与应急防控技术体系，为
全国联防联控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坚持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
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主战场，累计派出1.2万人次
科技人员,辐射带动9.7万个贫困户
增收。共建11个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示范县，推广“田间课堂”，打造整
县制科技支撑的农科模式。

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保障农
业生物安全与食物营养健康。研发出
高效H5/H7二价禽流感灭活疫苗，
2017年以来全国累计应用超过200
亿羽份，成功阻断H7N9病毒向人的
传播。研发出同步检测300多种化学
污染物的快速检测技术，破解了黄曲
霉毒素高灵敏快速准确定量检测的技
术难题，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
了有效支撑。

中国农科院：

推动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中国
工程院院长李晓红日前在第十六次
院士大会上表示，中国工程院将全
面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李晓红回顾了四年来的工作成
就，中国工程院团结带领广大院士
推动国家工程科技创新发展，在科
技抗疫、科技扶贫、深化院士制度
改革、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国际交
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李晓红指出，中国工程院自觉
将自身发展与时代需要、历史进程
深度结合，坚持严把入口关、担当
天命、守正扬清、接续创新、顶天
立地，着眼大格局、构建大框架，
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夯

实了工程院创新发展的“四梁八
柱”，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李晓红表示，工程院将深刻把握
我国科技事业所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
新要求，把握“两个大局”，胸怀

“国之大者”，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综合研判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围绕迎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前进，团结带领广大院士全
面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深化院士
制度改革，深入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用、创新人才培
养作用，一棒接着一棒跑，将工程院
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工程院：

全面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硕）青年科技人
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
量和生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支撑。5月 30日，在第
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教
育部、科技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局、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支持
青年科技人才全面发展联合行动倡议》
（以下简称《倡议》），号召有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开展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全面发
展联合行动，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不竭动力。

《倡议》提出，关心青年科技人才
所思所想。建设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科技
人才的线上平台，健全思想状况调查机
制，及时准确把握思想动态。开通心理
咨询服务热线，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心
理辅导和压力舒缓。帮助解决好青年科
技人才在创新创业、婚恋交友、老人赡
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
事，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倡议》提出，激励青年人才脱颖
而出。加大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科技项
目、科研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
度，进一步增加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资助
数量。加强部委联动，实施表彰奖励提

升计划。鼓励社会力量设立青年科技人才
奖项，促进青年才俊奔涌而出。

《倡议》 提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倡导“亲清”师承关系，破除“圈子”文
化，反对导师在学生独立开展的论文、项
目和研究中“挂名”。倡导用人单位完善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
才评价机制，杜绝简单以论文数量、人才

“帽子”、科技奖励和项目承担经历为决定
性依据的评价。落实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
动，破除“官本位”传统思维，改变“填
表式”管理模式，解决评估检查多、会议
多、报销难等问题，让青年科技人才把主
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倡议》提出，强化组织建设和平台
支撑。加强对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
体、企业研发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科
技组织中青年科技人才的联系服务和工作
覆盖。强化青年科学家学术沙龙、博士生
学术年会等青年学术交流品牌，切实提高
青年科技人才在各类学术交流中的参会比
例和发言名额。

《倡议》提出，支持更多青年科技人
才积极加入国际科技组织并发挥作用，在
国际交流中当好“科技使者”，讲好中国
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大踏步走向世界科
技舞台中央。

8部委联合发出倡议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全面发展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农业特色产业，采取“合作社+基地+公司+农户”的模式，科学发展艾草种
植15000多亩，初步形成了集艾草种植、生产加工、产品研发、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产业链条，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就业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图为艾草收割现场。 吴浩宇 邹彩琴 摄

艾产业艾产业““链链””通致富路通致富路

增雨防雹火箭弹作业系统增雨防雹火箭弹作业系统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近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传粉昆虫资源与育种团队与阿根
廷里奥内格罗国立大学合作，发
现过去 30年 （1989-2019） 全
球农业对传粉蜜蜂的依赖度越来
越高，但家养蜜蜂数量及传粉服
务能力远远不足，无法满足全球
农业最佳授粉需求。研究认为发
展养蜂对维护全球农业可持续发
展、保障食物供给安全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据悉，传粉昆虫在农业生产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全球
75.7%的主要作物依赖昆虫传
粉，昆虫传粉产生的经济价值占
全球作物总产值的9.5%。过去
60年全球农业虫媒作物种植比
例持续上升，传粉昆虫在作物生
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受环境破坏、
农药不合理使用等诸多因素影

响，野生传粉昆虫数量锐减。在野
生传粉昆虫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家
养蜜蜂能否满足农业授粉需求，目
前仍不明确。为此，科研团队分析
了1989年-2019年全球49种依赖
蜜蜂传粉的作物种植情况和蜜蜂蜂
群数量，以了解全球不同地区、不
同国家的农业授粉需求和家养蜜蜂
传粉服务能力。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1989 年 -
2019年全球农业授粉需求呈现日
益增加趋势，但家养蜜蜂传粉服务
能力却在逐年下降。过去 30年，
全球农业的授粉需求以每年1.78%
的平均速度增长，是家养蜜蜂蜂群
年增长速度的 2 倍。截至 2019
年，全球农业对传粉蜜蜂的需求量
高达实际蜂群数量的2.3倍。在众
多作物中，油料作物的授粉需求占
全部作物授粉需求的 70%以上，
其中大豆和油菜2种作物占比高达
50%以上。

小蜜蜂不够用了！
全球农业授粉远远不够需求

科学新知
kexuexinz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