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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 31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月 30日 20

时 39 分，嫦娥四号着陆器接受光照自主唤

醒。此前，玉兔二号巡视器于 29日 20时许完

成自主唤醒。

据悉，两器在月球背面成功经受极低温

环境考验，根据太阳高度角变化择机自主退

出“月夜休眠模式”，关键设备按预定程序相

继通电开机，安全度过首个月夜。此外，着陆

器上配置的同位素温差电池为月夜温度采集

器顺利供电，保障该采集器于测点位置成功

监测第一月夜温度变化情况，使我国探月工

程首次获取月夜温度探测数据。

目前，巡视器位于着陆器西北约 18 米

处。两器正常工作，通过“鹊桥”中继星，与

地面保持稳定的数据传输和通讯。根据第

一月夜温度探测数据，月表温度在月夜期间

最低达到零下 190℃。长时间低温环境，是

月球探测器“生存”面临的严峻挑战。此次

嫦娥四号通过配置同位素热源，在月夜期间

持续为探测器供应热量，成功解决月夜无光

照和低温难题。

在软着陆月球背面一个多星期后，嫦娥

四号和玉兔二号迎来了首个月夜。嫦娥四号

于 1 月 12 日开始休眠，玉兔二号则工作至 13

日。据了解，玉兔二号休眠时停在一个“向阳

坡”上，车头面向南方偏东，并抬起了 3 度左

右。这样的位置和姿势是地面人员精心挑选

的，以便它能第一时间迎接阳光照射。目前，

玉兔二号已行驶约 44米。

月球上的一个昼夜相当于地球上约 28

天。在第一个月昼里，嫦娥四号着陆器、玉兔

二号巡视器圆满完成工程任务，在“鹊桥”中

继星支持下顺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

晰完好。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工作，由多个国

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

陆器地形地貌相机对着陆区域进行了环拍，

获得了彩色全景图。在第二个月昼里，着陆

器和巡视器上的科学载荷将按计划继续开展

科学探测。

“嫦娥”“玉兔”醒了 将开展第二月昼工作
我国首次完成月夜温度数据采集

世界上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即将于今年年中在北京怀柔

科学城开工建设。这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的预研验证装置，于 1 月 31 日在北京

通过了国家验收。这表明，即将在北京怀

柔建设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在技术上是可

行的，它所要建设的各种高精尖设备装置

工业上也是有能力制造的。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前沿基础科学、

工程物理和工程材料等战略高技术研究

不可或缺的手段，是一种极亮的大号“显

微镜”。目前大陆已有 3 个同步辐射光

源：借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伴生的同步

辐射装置、合肥光源、上海光源。它们代

表我国三代光源的技术水平。而准备建

设的北京怀柔光源属于第四代光源，是中

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光源。中科院高

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院士说，同步辐射光

源经历了三代的发展。三代之间的最主

要区别在于，作为发光光源的电子束斑尺

寸和电子发散程度。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项目工程

经理秦庆则形象地说明了第四代光源的特

点：亮度比第三代光源高出两个数量级（百

倍），“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材料的内部结构，

这对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然而，要实现这一“透视理想”，技术

上具有极大挑战，第四代光源中的部分设

备有些是我们还没有做过的，还有些只是

理论上存在的。为此，国家发改委在 2013

年就把第四代光源的预研装置——高能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验 证 装 置（HEPS-TF）列

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之一，仅建设预研装置就破

纪录地支持了 3.2 亿元资金，希望解决技

术难题，验证那些只在理论上存在的技

术方案的可行性。

如今，HEPS-TF项目建设法人单位中

科院高能物理所和共建单位北京科技大

学，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以陈佳

洱院士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认为，预研装

置总体性能达到同类设备国际先进水平，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验证了先进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关键技术的可行性，显

著提升了我国在磁铁、电源、探测器及电子

学等领域中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

新能力。

秦庆说，HEPS-TF 项目就高能加速

器、光束线和实验站的多个关键技术难点

攻关，研制了多个关键性样机，并完成了未

来怀柔所建光源的物理设计和工程方案，

预留了进一步升级到衍射极限储存环的可

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建设全球最高亮度

同步辐射光源的能力。

在 HEPS-TF 项目研究中，科研人员

做出一系列创新成果，比如国内首次成功

研制了超高梯度（80T/m）四极铁、大间隙

高场强（2.6T）超导扭摆器和纳秒级快脉冲

冲击器系统；自主研制了与进口设备性能

相当的 300A 高精度电流传感器和数字束

流位置测量电子学系统；成功研制了国际

上首个 166MHz 加速电子的 1/4 波长超导

原型腔；突破了超高温、大载荷、大变形和

多环境因素耦合等原位环境与同步辐射实

验技术集成的瓶颈；另外，自主设计研制的

二维 X 射线像素阵列探测器是我国高端 X

射线探测器研制的重要突破。正因此，验

收专家组认为，HEPS-TF 项目的完成“为

我国建设先进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奠定了

坚实的技术基础”。

（科技日报北京1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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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海
林林业局双峰林场
素有“中国雪乡”之
称。这里的木屋错
落有致，绵密的积雪
覆盖房顶，形成独特
的“蘑菇屋”。夜晚，
整个雪乡流光溢彩、
缤纷绚烂。

图为 1 月 30 日
拍摄的雪乡夜景（手
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吴晶）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31 日上午，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

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向他们致以诚

挚问候，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

以新春祝福。

王沪宁首先来到中国美协名誉主席、著

名油画家靳尚谊家中，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

情况，听取他对推进艺术创新和美育教育的

建议。随后，王沪宁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凝

聚态物理专家赵忠贤家中，听取他关于加强

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的建议。在中

国科学院院士、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和信息

处理专家叶培建家中，王沪宁肯定他在我国

空间探索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听取了他对航

天科研队伍建设和骨干人才扶持的建议。在

看望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党史研

究专家金冲及时，王沪宁对他 89 岁高龄仍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付出心血表

示肯定，听取了他对加强党史研究和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等的建议。 （下转第三版）

王 沪 宁 代 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和 党 中 央
看望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并致以新春祝福

科技日报青岛1月31日电（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王敏）1月31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

考船“科学”号在完成2018年第6次西太平洋综

合考察航次后，顺利返回青岛。科考队员在本

航次对西太平洋实时科学观测网进行了维护升

级，实现了由北斗卫星实时传输观测网数据。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所长王凡研究员介绍，本航次首次实现了深

海潜标大容量数据的北斗卫星实时传输。该

项自主研发的技术克服了深海潜标载荷容积

小、供电少和数据量大等困难，改变了以往依

赖国外通信卫星的历史，显著提高了深海数

据实时传输的安全性、自主性和可靠性。

“在这一航次中，另一项重大突破是我们

融合感应耦合和水声通信技术，首次实现了

深海 6000 米大水深数据的实时传输，在大洋

上层实现了每 100 米一个温盐流数据的实时

传输，在大洋中深层实现每 500米一个温盐流

数据的实时传输。”王凡说，“6000米深海数据

北斗卫星实时通信潜标自布放以来已经安全

运行了 1个多月，数据回传正常。”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汪嘉宁研究员介绍，

本航次历时 74 天，航程 12000 余海里，这是

“科学”号首航以来离开国内航程最长、时间

最长的一个航次，在开展西太平洋暖池核心

区调查的同时，向东拓展，首次在中太平洋暖

池冷舌交汇区进行了物理、生物和化学多学

科联合观测。

从深海6000米到北斗卫星 数据可实时传输

科技日报合肥 1月 31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杜江

峰院士领导的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

室，首次在室温大气条件下实现基于固态自

旋体系的可编程量子处理器。研究成果日前

发表在《NPJ量子信息》上。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性，能够有效处

理经典计算科学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

目前绝大多数量子计算实验仅仅被设计来运

行特定的量子算法，如果要执行新的量子算

法，往往需要重新配置量子计算的硬件。可

编程量子计算概念的提出就是用来解决这一

问题的，它能够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仅需

要配置这些量子处理器的若干参数就可以实

现各种不同的量子算法。由于室温固态体系

中的量子比特通常面临嘈杂的噪声，其量子

相干性非常容易受到破坏，因此在室温固态

体系中开展可编程量子计算演示仍然是一项

艰巨的挑战。

课题组利用金刚石中的电子自旋与核自

旋作为两量子比特体系，首次实现了室温固

态自旋可编程量子处理器。研究人员利用绿

色激光脉冲实现该量子处理器的初始化和读

出功能，并利用一系列高精度的微波与射频

脉冲序列来执行量子算法。他们设计了一类

普适量子线路，将一系列量子算法的执行转

化成为相应的微波和射频脉冲的幅度和相位

参数。对于用户而言，仅需要对这一系列参

数进行有效配置，就可以完成多种量子算法，

避免了繁琐而且昂贵的硬件重新配置。

该工作展示了可编程量子处理器的灵活

性，向构筑室温固态量子计算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科学家实现室温固态可编程量子处理器

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

球 21 世纪共同面临的问题，严重影响人类健

康、地球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据估计，体

重超重影响到全球 20 亿人，微量营养素缺乏

同样影响到 20 亿人，而气候变化会使这些问

题变得更糟。

2019 年 1 月 28 日，柳叶刀肥胖委员会发

布了最新报告及评论文章，呼吁各国领导者

采取强硬立场，不被庞大商业集团所左右，重

新思考食品体系中的经济激励措施，建议就

食品体系问题签署全球公约，以限制大型食

品和饮料企业的政治影响力，解决日益严重

的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的全球问题。

这项报告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和世界肥胖联合会（英国）领

导，来自 14个国家的 26名专家参与撰写。该

报告针对食品体系、交通、城市设计、土地利

用，以及更深层次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政策制

定过程、商业模式、民间社会力量、健康权作

为基本人权等事项提出变革方案，并建议签

署《食品系统框架公约》，以达到约束商业利

益冲突、促使政府投入和监管的目的。

“由于大型食品和饮料公司追求短期利

润的最大化，导致人们过多地购买营养价值

很低的食物和饮料。在某些国家，肥胖和发

育不良出现在同一代孩子身上，而生存环境

恶化会使该现状愈演愈烈。”《柳叶刀》主编

Richard Horton 表示，“这促使人们反思日常

饮食、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及应对策略，同时

提示商业发展策略急需改变，以应对人类的

生存挑战。”

报告作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安表示：“之前的很多

研究和政策都是针对单个问题，但收效甚微，

现在到了需要转变思维，努力协同解决根源

性问题的时候。这次报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应运而生。”

影响深远的全球共疫

目前，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相互

影响、协同作用，这被称为“全球共疫”。它

是指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多个流行

病有相同的社会成因，其解决方案也必然联

系在一起。

“气候变化会影响食物的生产和供应，影

响人们的膳食营养摄入乃至健康。”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马冠

生解释说，“食物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会为环

境、气候带来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例如，现有的食品系统不仅导致肥胖和

营养不良，其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到总量的

25%—30%，而畜牧业的排放量更是有一半之

多，以汽车为主导的交通系统的排放量占

14%—25%，而且让人们形成久坐的习惯，增

加肥胖风险。

（下转第三版）

警惕健康饮食体系中的商业利益

甘 蔚

1 月 31 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
合科考船“科学”号圆满完成西太平
洋综合考察航次返回青岛母港，科考
队员在本航次对西太平洋实时科学
观测网进行了维护升级，实现了由北
斗卫星实时传输观测网数据，提高了
深海数据实时传输的安全性、自主性
和可靠性。

图为“科学”号靠泊青岛母港。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科学”号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