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李晨阳

近日，“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公布了一批
最新科研成果。“嫦娥三号”的月面工作，不仅
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也实现了科学家“巡天、观
地、测月”的梦想。

据悉，“嫦娥三号”上共搭载了 8 台科学仪
器，主要完成三大科研任务：巡天———月基近
紫外望远镜巡天观测；观地———观察地球等离
子体层的结构与密度变化；测月———调查月表
形貌、地质构造和潜在资源；那么，“巡天、观地
与测月”都有什么新发现呢？

巡天———站在月亮上看星星

目前，“嫦娥三号”上还有唯一一台仍在正
常工作的科学仪器———月基光学望远镜。它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月基光学天文观测，这在国
内外天文学界都属首次。

为什么要站在月亮上看星星呢？中科院西
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薛彬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对很多重要的天文变源来说，近
紫外波段的观测要比可见光波段有利。而月基
观测完全避开了地球大气扰动、臭氧分子吸收
和拉曼散射等，使得近紫外观测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月基的恒星周天运动要比地
基慢上 27 倍，可以对天体进行长时间的不间
断监测，从而更彻底地揭示各种复杂的光变
行为。

根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魏建彦的
设想，月基光学望远镜的监测对象划分为四大
类：激变变星等含致密星的相互作用双星、活
动星系核、类太阳色球活动星、天琴座 RR 等
短周期脉动变星。

月基光学望远镜的另一最大亮点是变星
研究上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天文现象。如：发现
一个罕见的处于双星快速物质交流演化过程
中的天体，发现一批处于双星慢速物质交流演

化过程中的样本，发现一个处于六星系统中的
半相接型密近双星，发现密近双星普遍存在于
多星系统的可能性等。

为了实现“白天看星星”的愿景，西安光机
所团队从光学系统的设计、仿真以及研制工艺
等多个方面进行控制，有效抑制了来自太阳的
杂散光，降低背景噪音。此外，这台望远镜还采
用了不少新材料和新工艺，成功将系统重量控
制在了 13 千克左右。

深空天文设备的工作寿命一直是个难以
解决的问题，但是月基光学望远镜却是一台

“长寿”的仪器。薛彬笑称，这是因为它有个好
“娘家”，还遇上了一个好“婆家”。

西光所作为“娘家人”，事先将技术难题论
证清楚，在设计和研制过程中严格控制，最终
实现了设备的零缺陷交付。国家天文台作为

“婆家人”，直接参与了设备的研制和定标，不
仅非常了解它的性能，还很合理地为它规划了
观测任务。

“应该说，月基光学望远镜的成功，为未来
月球基地设备的工程技术积累了非常宝贵的
经验。”薛彬说。

观地———要识庐山真面目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地
球的很多秘密，有时必须站得更远才能看清。

在地球磁层和电离层相互耦合的部位，含有
大量等离子体，被称为地球等离子体层。一般情
况下，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看不到等离子体层
全貌。要想直接观测它的结构变化，就要到离地
球比较远的地方。“嫦娥三号”的落月探测，正好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华宁介
绍，“嫦娥三号”着陆器上的极紫外相机，首次
实现了月球表面定点大视场地球等离子体层
观测。这种“月球视角”，弥补了过去研究的诸
多盲点。

“嫦娥三号”实现三大梦想

8 月 6 日，在比利时西部城市伊珀尔附近的贝勒瓦尔德动物园，工作人员怀抱两只东北豹幼崽。
近日，两只两个半月前在此出生的东北豹幼崽开始与游客见面。东北豹又称远东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

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现仅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部分地区以及朝
鲜北部的部分地区。东北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新华社记者龚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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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8
月 6 日，第七届世界华人数
学家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
幕。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大
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丘成桐，香港恒隆集团董
事长、晨兴基金会创办人陈
启宗以及全球华人数学家
代表、高校数学学者、研究
院所和高校领导等 1500 余
人出席开幕式。

白春礼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祝贺，向与会的海内外
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他对数学在推动
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方面的重要意义给予高度
评价，并简要介绍了中科院
基础数学理论研究情况。

白春礼指出，中科院对
历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
的筹备组织工作一向给予
高度重视和支持，会议有利
于提升华人数学家的国际
地位、搭建华人数学家高端
学术交流平台、丰富华人数
学家之间的交流渠道，也为
中国数学家及时了解当今
世界最前沿的数学发展方
向提供了宝贵机会。

白春礼强调，中国数学
基础理论研究只要持之以
恒、坚定信心、攻坚克难、鼓
励创新，广泛凝聚海内外华
人数学家的集体智慧，在不
远的将来一定会完成由数
学大国向数学强国的历史
性转变。希望海内外华人数
学家们以华罗庚、陈省身、
陈景润等老一辈数学家为
榜样，在将中国建设成世界
科技强国的宏伟事业中，作
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开幕式上颁发了被誉
为“华人菲尔兹奖”的晨兴
数学奖。该奖项面向 45 岁
以下，在基础数学、应用数
学及计算数学等方面有杰
出成就的华人数 学家设
立。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
教授张伟、清华大学丘成
桐数学科学中心及数学科
学系教授李思获得晨兴数
学奖金奖，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数学系教授印卧涛
获得晨兴应用数学金奖，
陈兵龙、蓝凯文、雷乐铭、
尹骏、应乐兴、恽之玮获得
晨兴数学奖银奖。大会同
时颁发了陈省身奖和 IC-
CM 国际合作奖。

为期 6 天的会议中，与
会代表将就数学各个主要领域的前沿进展展开讨论，
包括“基础物理的黄金时代”“定量生物学与生物医学”

“大数据的非理性效果”三个主题研讨会、8 位杰出数
学家作晨兴讲座、30 多位数学家作一小时报告、100 多
位数学家作特邀报告等。

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由丘成桐发起，其倡议得到
了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并由陈启宗提供部分资助，
于 1998 年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大会，此后每 3 年举办一
次。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

本报北京 8月 7日讯（记者陆琦）今天上午，中国
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在清华大学举
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
旭，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丘成桐、
副主任杨乐等出席并致辞。

李静海在致辞中表示，20 年来，晨兴数学中心在
数学研究、培育青年人才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晨兴数学中心开
辟了中科院数学人才培养和交流的新途径，已成为中
科院数学领域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一个高地。

李静海表示，在现代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中，数学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希望晨兴数学中心
在今后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国家的科技、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立于 1996 年 6 月 10
日，由中国科学院和香港晨兴集团共同出资兴办，旨在
培养和造就优秀的青年数学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
研究成果，形成学术气氛浓郁的研究环境。过去 20 年，
晨兴数学中心为国内引进了多项重要活动，并尝试以
现代化的方式培养年轻数学家，被认为是国际上非常
成功的数学研究机构。未来，该中心将一如既往加强人
才队伍培养和关注前沿学术研究，尤其加强对经济、国
家安全等重点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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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
局。科研院所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优
化自身科技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
交叉学科生长点，重点加强共性、公益、可持
续发展相关研究，增加公共科技供给。研究
型大学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
的基础研究。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使目标导向研究和自由探索相互衔接、优势
互补，形成教研相长、协同育人新模式，打牢
我国科技创新的科学和人才基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

深化改革，关键是优化布局，提高效能。
科技创新领域也不例外，唯有最大化地发挥
各个创新部门的优势，各司其职的同时，形
成强大合力，才有可能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

“助推器”。
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
基础所在，也是科技创新人才的摇篮，它们

就像中国科技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研院所和高

校切实发挥了科技创新主力军的作用。“两
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微子物理、
高温超导、超级杂交水稻、载人航天工程、高
速铁路、量子通信……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
的科技成就，让中国从一个在战乱中走出来
的一穷二白的国家，成为在世界诸多科技领
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大国。

但在科技创新百舸争流，科技竞争日益激
烈的今天，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渐渐暴露出
一些体制机制上的薄弱环节。如一些研究型大
学定位不清，学科建设不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
速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较大；而一些科研
院所盲目扩张，出现了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
同质化竞争、科研管理碎片化等问题。与此同
时，科研院所和高校各自“关起门来做事”，彼
此“不闻、不问、不了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
些问题都正在影响着我国科技创新的效率，成
为我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桎梏。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事业。在当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技三会”上再次强调了科研院所和高校

在中国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优化
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的要求，
更可谓恰逢其时。

对科研院所要加强目标导向研究。国立
科研院所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战略性、前瞻
性，能够在国家亟需突破的领域开展“大兵
团作战”。但科研院所要注意避免陷入“大而
全”的泥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瞄
准可能产生革命性突破的重点方向和国际
科学前沿热点问题，前瞻部署重大基础交叉
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还要紧紧围绕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聚焦目标，
突出重点，集聚优势队伍，优化资源配置，加
快突破事关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经
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加快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
系，也是当前科研院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命
题。例如中国科学院正在开展的研究所分类
改革，就不失为一种创新性的尝试。根据中
科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
针，中科院麾下一百多个研究所，将根据定
位的不同进行改革，提升效率，突出优势，力
求打破院内外的围墙，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

强大合力。
对研究型大学要鼓励自由探索。基础研

究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公益性、探索
性等特点，周期长、风险大。科学技术发展的
历史规律也告诉人们，许多重大基础研究成
果，并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科研人员在好
奇心的驱动下进行自由探索，甚至是“灵光乍
现”的结果。而当代大学的定位决定了它可以
成为科学灵感的沃土，更可为科学家提供天
马行空、潜心钻研的自由空间。

最后，研究院所与研究型大学尽管定
位、职能有所不同，但绝不是割裂的两个主
体。应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及科研人员思想
认识的提升，加强双方的合作，让人才、设
备、项目、思想充分流动起来，让“左手右手”
不再“一个慢动作”，而是相望相助，更加合
拍，共同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
新型国家发挥更强大的助推作用，用中国人
自己的双手铺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优化布局让“左手右手”相互联手
钟科平

学讲话 谈创新

本报讯（记者甘晓）8 月 6 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天通一
号”01 星。“天通一号”01 星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五院负责研制的我国首颗移动通信卫星，也被誉为

“中国版的海事卫星”。“天通一号”总设计师陈明章表
示：“该星技术指标与能力水平能够达到国际第三代移
动通信卫星水平，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地球同步轨
道移动通信卫星俱乐部。”

在应用上，“天通一号”卫星能在发生类似汶川地
震、今年南方洪灾等严重自然灾害、地面通信设施严重
受损时确保应急通信；也能实现对海洋、山区和高原等
地区的无缝覆盖，将有效解决目前我国移动通信覆盖
不足的难题；对海上石油勘探开采、森林防护等通信能
力提升有重要帮助，乘坐飞机旅行时的上网交流也将
成为可能。

在技术上，“天通一号”单机就可以实现过去多机完
成的任务，并使我国现役主流通信卫星平台“东方红四号”
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该卫星“载重比”达到了东四平台的领先水平。“而
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线技术以及元器件、原材料、
设计验证方法等，都可以广泛应用到其他型号的卫星
研制中去。”“天通一号”卫星总指挥边炳秀说。

无源互调（PIM），就是天线在大功率发射的同时由
于天线接收灵敏度高，发射时产生的杂波会落入接收
通道，形成自身干扰，严重影响通信能力。该项目团队
历经艰苦攻关终于完成了国际首次整星级无线 PIM 试
验，验证了载荷系统 PIM 指标，满足卫星任务要求，这
标志着我国这一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周志成告
诉记者，“十三五”期间，我国还将进一步提升卫星移动
通信服务容量和覆盖区域，实现卫星移动通信的规模
化应用与运营，为国家“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
与应用搭建重要的支撑平台。

极危物种东北豹幼崽亮相比利时

（下转第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