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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其说
“落后挨打”，不如说
“受制于人挨打”，这是
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
证明了的。

“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域，核心技术和基
础设施具有特别重要的
地位。信息产品和服务
都基于信息，而信息可
以零成本无限复制，从
而使信息产品和服务具
有极强的自然垄断性。
同时，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域已经出现一些对
整个产业和生态环境具
有基础和引领作用的关
键核心技术，并形成一
些通用、泛在、不可或缺
的基础设施。整个网信
产业和生态环境正是建
立在这些核心技术和基
础设施之上，所以我们
必须特别加以重视。

对于这些核心技术
和基础设施而言，更应
该满足安全可控、自主
可控的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在一次批示中指
出：计算机操作系统等
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
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
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
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这告诉我们，我们最应
该关注的不是性价比，
而是是否受制于人的问题。同时应该意
识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
隐患。

当前，有人以“落后挨打”为由，主张
全面引进外国核心技术，这种观点不符合
网信领域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落
后挨打”，不如说“受制于人挨打”，这是被
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而就信息技
术水平而论，因为这个领域的技术更新
快，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在传统领域
小很多。但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自然
垄断性，因此即使技术本身差距不大，但
表现在市场份额上，我国技术仍远远落后
于已占据垄断地位的外国技术。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以实现产业化
为由，主张引进垄断市场的那些外国技
术，认为垄断市场的、被人们普遍使用的
那些核心技术不可能存在后门。其实要
驳斥这种观点只需要了解一般用户的体
验就可以了。例如 Windows 的用户会抱
怨，使用这个操作系统可能被停服、被黑
屏、被升级；而如果使用了 Win10，那么
要用什么新的软硬件都要经过微软批准
才行，总之，如果一项技术是受制于人
的，那么存在后门也是理所当然的，用户
对此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过有些人还存在幻想，总希望能
少花代价引进核心技术。抱有这种天真
想法的人应当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不
可能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就
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新技术也是很难的。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发展历史已经
证明，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
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
展。如果说，你忽然发现目前外国跨国
公司似乎更愿意与你商谈引进了，那也
不足为奇，那可能表明，我们的某些技术
与他们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让你引进是希望你停止继续研
发。他们可以降低要价，使你觉得有利，
但归根到底，他们不会放弃对核心技术
的控制。

正是因为还存在一些安全问题，我
们主张对引进、合资重要项目实行上述
关于自主可控的评估，这是安全发展的
前提。 （本报记者彭科峰整理）

姻本报记者甘晓

今年 12 月，“嫦娥三号”探测器搭载“玉兔
号”月球车已经在月球上生活了 3 周年。3 年来，
在 33 个月昼工作期间，“嫦娥三号”开展了“测
月、巡天、观地”科学探测，取得了大量科学数
据。同时，研究人员在月球浅表层地质结构、月
基天文观测以及地球等离子体观测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创新性科学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玉
兔号”的意义深远。如今，“玉兔号”月球车早已
超期服役，科研人员也依然在为它坚守。

超龄服役的“兔子”

“啊，我坏掉了。”2014 年 1 月 25 日，月球车
“玉兔”发出了一条微博，牵动了许多人的心。自
2013 年 12 月 14 日降落在月球上后，受复杂月
面环境的影响，“玉兔号”月球车机构控制出现
了异常。随后，它进入了第二个月夜休眠。

此时，嫦娥三号探测器上的科学载荷陆续
开始科学探测任务。例如，着陆器上的月基光学
望远镜开展了观天探测，极紫外相机对地球等
离子体层进行了观测。而这两项都是世界上首
次在月面进行的探测活动。

2014 年 2 月 10 日，“玉兔号”第一次唤醒失
败，工作人员没有放弃对故障的分析和排查。两
天后，“玉兔”全面苏醒。“玉兔仍然存在故障无法
移动。”当时，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裴照宇宣布。

这期间，“玉兔号”上搭载的全景相机、测月
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粒子激发 X 射线谱仪等
4 台科学载荷运行正常，获得了大量的数据。

“带伤”的“玉兔”在多次休眠、唤醒后，最终
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停止了工作。设计寿命为 3
个月的“玉兔号”超额完成了任务，圆了中国人
着陆月球的梦。

在专家看来，正是这些作为铺路石的探测

器，为将来的载人登月铺平了道路。

“观天”仍在继续

“测月、巡天、观地”是科学家寄予“嫦娥三
号”的希望。按照计划，“嫦娥三号”用搭载的 8 台
科学仪器完成这 3 项科学目标———巡天观测，观
察地球等离子体层的结构和密度变化，调查月表
形貌、地质构造和潜在资源。

3 年里，许多科研人员为“嫦娥三号”和“玉
兔号”默默坚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魏建
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带领团队围绕月基光学
望远镜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月基光学望远镜也是“嫦娥三号”上目前唯
一仍在正常工作的科学仪器。在“玉兔”登陆月
球 3 周年之际，魏建彦带领团队像往常一样负责
生成月基光学望远镜的科研计划，递送到地面应
用系统，向卫星上传指令。

魏建彦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该团队接
受来自天文界的观测申请，每半年一次。“结合
科学家们申请的科学课题，我们判断月球上什
么时候最适合针对这一课题进行观测，最终生成
月基望远镜观测计划。”他说。

截至今年 6 月，月基光学望远镜进行了 4940
小时的巡天观测，获得 23.3 万张图像数据。目前，
月基光学望远镜的科学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巡天
观测、变星长期监测。2015 年，云南天文台研究员
钱声帮领导的科研团队，利用月基光学望远镜观
察一个名为“V921 Her”的双星，通过其光变曲线，
确定了双星系统中两颗子星的质量，并推测这一
双星系统中还存在另一颗天体———第三颗子星。

魏建彦介绍，对双星的监测，研究其是否具
有行星或尘埃环成为科学家们利用月基光学望
远镜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同时，魏建彦团队还根据数据提出了月球外
逸层中的羟基（水）密度的上限，探测精度比哈勃
望远镜的结果提高两个量级、比印度月船一号的

结果提高 5 个量级，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最好
结果。这一成果发表在 2015 年的《行星与空间科
学》上。

在科研人员看来，无论月基光学望远镜将来
是否停止工作，科学家对在月球上“巡天”探索不
会停止。

“看地”“测月”成果丰硕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华宁带领团队，
利用极紫外相机完成了“看地”的科研任务。中
科院长春光机所在国际上首次研制了极紫外相
机，在月面上对地球周围 15 个地球半径的大视
场等离子体层进行了极紫外观测。

王华宁介绍，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国家气
象卫星中心、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及中科院空间
应用中心科研人员组成一支约 30 人的科研团
队。“3 年里，我们通力合作，围绕这一科学载荷
开展了科研工作。”王华宁表示。

在中科院“地球等离子体层特征及其对太阳
活动的响应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研究人员在国

际上首次获得等离子体层侧面大视场动态观测
结果。据国家天文台闫岩博士介绍，研究人员首
先观察到了等离子体层应该存在的双卵型结构。
同时，他们还利用一次磁层亚暴期间的数据，发
现了等离子体层存在的 3 个明显的凸起结构。

在完成“测月”的科学目标中，科学家把地质
工作者在地球上开展的工作搬到了月球上，在月
球车“玉兔”上设置有全景相机、红外光谱仪、粒子
激发 X 射线谱仪和探月雷达等设备。

据了解，这 4 台科学仪器的探测数据在国际
上首次揭示了月球雨海区的火山演化历史，表明
月球在距今 25 亿年前仍存在大规模火山喷发，
可能与该区域极富放射性元素有关，这一研究结
果对理解月球演化有重要意义。

“蟾宫玉兔方圆梦”，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赋诗
这样赞颂“嫦娥三号”的创新成果。从古代先民对
登上月球的畅想，到“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成功
落月，嫦娥飞天的梦想已经实现。但是，中华民族
的探月梦并没有就此结束。未来发射的“嫦娥四
号”“嫦娥五号”，火星探测器，还将带领国人走向
更远的太空。

“玉兔”圆梦：等待接续月球故事
倪光南

这一年，中科院人巡天探海
年终特别报道之三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过去一年里，我国嫦娥工程二期“嫦娥三

号”的着陆器与月球车首次在月面实施“巡天、
观地、测月”的联合科学探测，陆续收获了一系
列的新发现和丰硕的科学探测成果，我国深空
探测的进展令人振奋。

俄国“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地
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
们不断地向外探寻着生存的空间：起初是小心翼
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自1958年开始，中国的月球探测经历了长达
35年的跟踪调研与综合分析月球与行星探测的进
展与成就，开展了各类地外物质、阿波罗月球岩石
和火星陨石研究，出版了《月质学研究进展》和《天
体化学》专著等。1993年至 2003年，又经历了 10
年的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系统科学论证，包括中
国实施月球探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发展战略与
长远规划，首次月球探测的工程目标、科学目标与
技术总要求等。2004年国务院批准了我国首次月
球探测实施方案。

2007 年，“嫦娥一号”作为首颗探月卫星，取
得了全月球的影像图、月表物质成分和近月空
间环境，首次获得月球土壤层内氦 -3 资源的分
布与资源总量。

2010 年，“嫦娥二号”发挥了承前启后、持续
发展的先导作用，提交了分辨率为 7 米的全月球
地形图，是全世界覆盖最全、精度最高的一张全月
图；测绘了“嫦娥三号”着陆区 1 米分辨率的高精
度地形图，为“嫦娥三号”成功软着陆月面奠定基
础；相继“嫦娥二号”飞向日—地 L2 位置，235 天监
测太阳爆发活动；随后“嫦娥二号”飞离地球 700

万千米，与“战神号”小行星交会，精确测定小行星
的形状、大小与运行轨道。当前，“嫦娥二号”成为
一颗人造小天体，围绕太阳运行，飞离地球数亿千
米。

3 年前，“嫦娥三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
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实施着陆器和月球车软
着陆月面，开展“就位”和“巡视”联合探测的国家。

2017 年，“嫦娥五号”就将启程，在月面铲取
和钻孔取样并带回地球。为了这一天，我们正组
织全国的研究团队抓紧搭建实验室，只要月球
样品一到，就可以马上开展各类分析研究，为国
家发现更多的月球奥秘。

2018 年，“嫦娥四号”的轨道器、着陆器和月
球车对月球背面开展联合探测。在地球上永远看
不到月球背面，人类也没有实施过月球背面的专
项科学探测，预计将获得一系列新的探测成果。

中国人有能力飞得更远。在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国进入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之际
的 2020 年，我们将要首次探测火星，实施火星轨
道器与火星车的联合探测。开展火星生命信息
的探寻，火星空间与表面环境，火星地形地貌、
地质构造、物质组成、地下水分布、内部结构与
演化过程的探测和研究，为人类改造火星成为
第二个生命栖息地———再造一个“地球”积累科
学依据。

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深感幸运，是国家的重大
需求拉动深空探测工作者不断前行。真切希望有
关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能够投入到嫦娥工程
和探索宇宙奥秘的行列中来，共同为人类社会的
持续发展和美好前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
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甘晓整理）

中国绕月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

深空探测未来可期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讯（记者丁佳）记者从
今天在北京闭幕的第一届“数字一带一路”（简
称“数字丝路”，DBAR）国际科学计划会议上获
悉，《数字一带一路科学规划》第一版讨论通过
并公开发布，标志着这一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科
学计划正式实施。

DBAR 国际科学计划为期 10 年，分为三个
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16~2019 年）将主要建设
地球大数据平台，建成数字一带一路科学联盟，
形成国际研究网络，使“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受
益。此次通过的规划草案将由“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科学计划公开评议，并将
于 2017 年中期正式发布。

会上还宣布成立了 DBAR 科学委员会，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研究员郭华东任主席，并成立了地球
大数据平台、环境变化、海洋与海岸带、自然
灾害、世界遗产、水资源与城镇化、农业与粮
食安全 7 个工作组。

郭华东介绍，“一带一路”是一个突破性、全
局性的国际倡议，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际
合作计划，具有范围广、周期长、领域宽等特点，
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空间对地
观测技术具有宏观、快速、准确探测地球的特
点，可将“一带一路”作为整体系统进行大范围、

多尺度、长周期、空间无缝和时间连续认知，能
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
科学决策支持。他强调，DBAR 是一个科学的、
开放的、合作的对地观测计划，将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获益，并欢迎更多的国家、组织、学者
加入这一计划。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指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自然环境、社会政策、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只有通过科
技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面
临的复杂发展挑战。中科院一直致力推动“一
带一路”的科技合作和科技创新，并通过举办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等方式，探
讨科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
和先导性重要作用。

《数字一带一路科学规划》明确了 DBAR
的愿景、目标、实施方案等内容。其愿景是利用
地球大数据，促进“一带一路”地球科学、数据、
技术和应用的科学合作，服务于联合国 2030 可
持续发展目标。DBAR 致力于解决“一带一路”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制于对地球系
统过程认识不足的科学问题；运用地球大数据
提供有效的科学和决策服务；针对“一带一路”
的用户和利益相关者，建立系统性的合作网络，
增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化。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讯（记者倪思洁）今天
上午，科技部发布 2015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
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和《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十二五”专项规
划》的实施效果良好，2015 年全国科普事业保持
平稳发展，科普人员数量持续增加，但经费投入
略有下降。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人才与科普处调研员邱成
利表示，在科普人员数量方面，2015 年，全国科普
人员数量持续增加，专职科普创作人员和专职科
普讲解人员在科普专职人员中的构成比例持续增
加。在科普经费投入方面，科普经费投入略有下
降，科普经费投入来源渠道仍以政府为主。

2015 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205.38 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2.06%；全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4.94 人，接近“十二五”规划的 15 人目标。其中，
科普专职人员 22.15 万人，比 2014 年减少 13471
人，科普兼职人员 183.23 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55023 人。全国共有专职科普创作人员 13337 人，
比 2014 年增加 408 人。全国共有专职科普讲解人
员 24973 人，占科普专职人员的 11.24%。

2015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141.2 亿
元，比 2014 年减少 5.88%。科普专项经费共计
63.59 亿元，全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 4.63 元，比
2014 年减少 0.05 元，但比 2010 年增长 77.39%。

政府拨款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 75.54%，共计
106.67 亿元。

邱成利表示，2015 年科普经费投入略有下
降属于正常现象，“与财政支出方式有关，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经费投入会适当收
一收”。

同时他认为，总整体上看，“十二五”期间科
普经费投入的涨幅可观，随着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被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2016 年和 2017 年
的科普经费投入会迎来可观增长。

根据统计数据，2015 年科普场馆建设成果
凸显，基建支出增长速度略有下降。同时，传统
科普传播媒介作用加强，新媒体异军突起。科普
活动成为提高公众科技意识的重要途径。

2015 年，全国共有众创空间 4471 个，工作
人员 3.89 万人，服务各类创业人员 37.02 万人。
众创空间共获得政府经费支持 15.98 亿元，孵化
科技类项目 3.85 万个。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
督司负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
此次统计范围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 个中央、国务院部门，是
目前国内统计范围最广、涵盖面最大、最为权威
的政府科普工作基础数据，共回收有效调查表
60186 份。

《数字一带一路科学规划》发布
中国发起国际计划 基于空间观测科学认知一带一路

科技部发布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科普“十二五”专项效果良好 科普人数增加 去年投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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