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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面起飞是实施月面采样返回任务的一项关
键动作，难度大，可靠性要求高。此次月面起飞是
继嫦娥五号后我国第二次实施该动作，上升器上
升和入轨的动作都由 GNC 系统（制导导航与控制
系统）智能自主完成。据回传的数据显示，上升器
飞行过程稳定精准，充分展现了 GNC 系统的卓越
性能和稳定性。两次月面起飞的工程实践，也将
为后续深空探测任务的实施沉淀技术基础、积累
实践经验。

不同于地面的航天器发射任务，月面起飞面临
着诸多独特的挑战：地面发射有完善的发射场系统，
而月面起飞都是“临时场地”；地面发射有保障团队
支撑，而月面起飞许多工作需要靠航天器自主完成；
地面发射的起飞位置和起飞姿态可以精准测算和调
整，而月面起飞只能靠飞行器自主提前识别；地面发
射针对尾焰有导流槽，而月面起飞只能“因陋就简”；
地面临近发射时发现问题可以临时取消，而月面起
飞经不起太长时间等待……尤其是嫦娥六号探测器
从月球背面起飞，更是难上加难、险上加险，其中最
大的难点是智能自主控制。

嫦娥六号的月面起飞分为起飞准备、垂直上
升、姿态调整和轨道入射四个阶段，其在智能自主方
面的进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个阶段，即起飞准备阶
段。嫦娥六号月背起飞没有地面的直接测控，与地
面的联系都需要通过鹊桥二号中继星“转达”。为确
保工程任务万无一失，必须要考虑到和中继星通信
不畅的情况，于是，智能自主的起飞准备便成了嫦娥
六号区别于嫦娥五号月面起飞任务中最主要的地

方，包括自主的位置确定、自主的姿态确定、自主的
起飞参数计算等。

嫦娥六号上升器的月面起飞准备工作在起飞前
数小时就已开始，到了预定的起飞时刻，GNC系统就
会控制上升器主发动机自行点火起飞，经过约 6分
钟的飞行后，准确进入预定环月轨道。整个起飞过
程中的姿态控制、到达一定高度后的拐弯及最终的
入轨都是由GNC系统控制的。

（据《人民日报》、中国航天科普、中国的航天、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月背首飞成功！
GNC系统是如何助力嫦娥六号月背智能自主首飞的？

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团队近日研制出
了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相关成果
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施路平
介绍，在开放世界中，智能系统不仅要应对庞大的
数据量，还需要应对如驾驶场景中的突发危险、
隧道口的剧烈光线变化和夜间强闪光干扰等极
端事件。而传统视觉感知芯片面对此类场景往
往出现失真、失效或高延迟，限制系统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

为更好应对上述问题，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
中心团队聚焦类脑视觉感知芯片技术，提出了一种
基于视觉原语的互补双通路类脑视觉感知新范式。

“该范式借鉴了人类视觉系统的基本原理，将
开放世界的视觉信息拆解为基于视觉原语的信息
表示，并通过有机组合这些原语，模仿人视觉系统
的特征，形成两条优势互补、信息完备的视觉感知
通路。”施路平说。

基于这一新范式，团队进一步研制出了世界首
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在极低的带宽和功
耗代价下，实现了高速、高精度、高动态范围的视觉
信息采集，能够高效应对各种极端场景，确保系统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同时，基于“天眸芯”，团队还自主研发了高性
能软件和算法，并在开放环境车载平台上进行了性
能验证。在多种极端场景下，该系统实现了低延
迟、高性能的实时感知推理，展现了其在智能无人
系统领域的应用潜力。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赵蓉
表示，“天眸芯”为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重要应用
开辟了新的道路。结合团队在类脑计算芯片“天机
芯”、类脑软件工具链和类脑机器人方面的应用落
地的技术积累，“天眸芯”的加入将能够进一步完善
类脑智能生态，有力推动人工通用智能的发展。

据介绍，这是该团队继异构融合类脑计算“天
机芯”后，第二次登上《自然》封面，标志着在类脑计
算和类脑感知两个方向上均取得了基础性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电）

此次任务，嫦娥六号探测器计划在月背采
集约 2000克的月球样品带回地球。月背采样
到底怎么采？

首先进行“钻取”工作。钻取采样装置设
计长度为 2.5米，由特殊的硬质合金制成，共有
三层结构。最外层是可以旋转钻进的外钻杆，
紧靠外钻杆的是取芯管，取芯管外包裹着一条
长长的袋子，叫取芯袋。

当钻头向下钻进时，取芯袋也会跟随着
取芯管向下运动，钻取到的月壤岩芯则会被
顶进袋内，这个过程有点像“穿袜子”。取样
后的取芯袋以缠绕的方式，存放在钻取初级
密封装置上。

随后进行的“表取”工作是借由机械臂完

成的，机械臂的伸展长度达到 3.7米，可在 120
度的范围内实施月面采样，并且能连续多次
采样。

机械臂携带了一个“末端采样器”，一头的
采样器兼具挖取、铲挖、抓取三种功能，颗粒细
小的月壤可直接挖取，较小的石块可以铲挖，还
可以抓取更大尺寸的石块。另一头的采样器则
能对一些相对坚硬的目标进行浅钻，并通过花
瓣结构进行样本提取。

“表取”采样来的样品，会被放置在“表取”
初级密封装置中。取样工作结束后，“表取”初
级密封装置就会从着陆器上被提取出来，放置
在上升器顶部的密封封装装置中进行封装。

（据澎湃新闻）

嫦娥六号完成月背“挖土”！怎么挖？

5月 3日，嫦娥六号探测器发
射升空，开启奔月之旅，历经近月
制动、着陆器与上升器组合体和轨
道器与返回器组合体分离，于6月2日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预选着陆区。

6月 2日至 3日，嫦娥六号顺
利完成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的智能快速采样，并将珍贵
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
器携带的贮存装置中，完成了这
份宇宙快递的“打包装箱”。

6月 4日 7时 38分，嫦娥六号
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
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
道。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
背面采样和起飞。

6月 2日，嫦娥六号的落月过
程约为 900秒，此次任务的预选着
陆区落差达十多公里。整个过程
是怎么做到又稳又准？

反推力减速

不同于在地球上着陆，由于
月球上没有大气，且嫦娥六号的
运行速度非常快，为了能够实现
平稳软着陆，首先要把速度降下
来，通过发动机的反推力实现减
速。在距离月面约 15 公里高度
时，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开始
进入主减速段。

在降落减速的过程中，科研
人员要时刻注意发动机的推力。

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王琼介
绍：“推进剂不断消耗，所以它的
重量是不断降低的，这个时候推
力也要进行相应匹配。如果推力
太大，就落不下去了；推力太小，
很可能会坠毁在月球上。”

敏感器当“眼睛”

月球背面地形复杂，当距离
月面大约 2 至 3 公里高度时，“着
上组合体”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
对着陆区域的障碍物进行检测与
机动规避。当“着上组合体”降到
110米至 90米左右高度区间时，激
光三维成像敏感器开始发挥作
用，它将在不到 3秒内，快速完成
对着陆区域的高精度三维成像，
快速选定着陆点。

着陆缓冲机构

在经历避障段和缓速下降段
后，当下降至距离月面约 2米高度
时，“着上组合体”的主发动机关闭，
最终，四条缓冲着陆支撑腿稳稳地
落在月背南极-艾特肯盆地。这四
条缓冲着陆支撑腿就像四根弹簧，
在遇到撞击时，可以通过形变来吸
收地面给“着上组合体”的冲击力，
保证探测器不翻倒、不陷落。

平稳降落后，嫦娥六号“着上
组合体”会先给自己做一个全身
体检，确认状态良好后，就将按计
划开始月背采样等工作。

纵观世界航天史，人类目前只在月球采样
过 10次，采样点全部位于月球正面。嫦娥六号
此次为何要去月背采样？

探访月球最大的盆地

月球不仅围绕地球转，还在不停地自转，这
就导致月球的一个面永远无法面向地球。此次
嫦娥六号的落月地点——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
肯盆地，也是被公认为月球上最大、最古老、最深

的盆地。它的直径大约为 2500公里，堪比我国
昆仑山脉的长度；深度约 13公里，比地球已知最
深海沟——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同时，嫦娥六
号也是人类首次执行的月背采样返回任务。

地质条件差别

科学家发现，月球背面的地质条件与正面
可能有很大差别，月背样品是帮助我们更好认
识月球的重要研究材料。

相 关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
立项支持，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海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共同承担的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枸杞病虫害高效新型生物农
药创制及精准技术应用研究”通过验收。

项目针对防治枸杞重大害虫生物农药匮乏、化
学农药精准高效应用技术薄弱问题，开展新型高效
蛋白农药、植物源农药、土壤高效靶向施药及控释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组通过协同攻关，筛选
出对枸杞棉蚜、蓟马、木虱具有明显杀虫作用的微
生物菌株 3 个、植物精油小分子化合物 14 个和增
效作用的蛋白（化合物）3个；研发出高效杀虫组合
3个，黑沙蒿、砂蓝刺头精油微胶囊植物源新制剂 2
个，明确了 5种新配方对枸杞主要害虫的生物活性
及作用机制；研发出土壤控释吡虫啉纳米新制剂 1
种及其靶向精准应用技术，建立了 4个新制剂的制
备工艺。

项目建立试验示范区 3个，面积 276亩，开展以
“新型高效生物农药+靶向施药”为核心的绿色防控
技术示范 1800 亩，枸杞害虫综合防治效果达
85.59％，化学农药减量 30.92％。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6月 3日，记者从中卫
市科技局获悉，中卫市聚焦科技强农主线，坚持人
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持续迭代精准选
派、精准服务、精准保障机制，探索形成了从单兵作
战到组团服务的模式，推动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
田野上、把技术送到农民家，为中卫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中卫市坚持“供需匹配、精准选派”原则，不断
强化制度创新，推动科技特派员服务从个人服务向
组团式服务拓展，从种养领域向精深加工领域拓
展。聚焦枸杞、肉奶牛和果蔬等农业主导产业，面
向农户、农业企业征集农业技术需求，形成需求清
单，与此同时，同步对接相关领域科技特派员，建立
技术服务清单，通过“点单式”“菜单式”推动双向选
择、供需匹配，提高科技特派员技术服务精准度。
今年以来，已匹配技术服务 132次。

在面向全市各级农技单位、科技推广机构等基
层单位遴选特派员的基础上，中卫市逐步探索对接
区内院校高质量科技人才资源，不断丰富服务领
域，推动专业技术从种植、养殖向加工、销售领域转
变，提供更广泛的技术服务，实现科技特派员队伍
量质齐升。今年以来，共吸纳示范带动作用好的 37
人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同时解聘发挥作用不突出
的特派员 24人，目前，中卫市科技特派员人数达到
595名，创办企业 157家，服务农民 1.3万人次。

中卫市还积极构建“个人+团队”服务模式，即
由一名首席专家领衔，组建科技服务团队，通过技
能互补，实现育种育苗、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检验
检测、产品销售等全过程科技服务，形成工作合
力。今年以来，海原县科技特派团 16名专家教授根
据产业分为 8个产业组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开展技
术培训、现场指导 6次，在海原县三河镇、曹洼乡、李
俊乡等乡镇组织开展“马铃薯种质资源创新及绿色
高效栽培技术”“牛粪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与推广”等
技术培训，为推动海原马铃薯、肉牛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验收
枸杞害虫综合防治效果达85.59％

中卫市深化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流言1 喝“体考神器”提升成绩

流言：被称为“体考神器”的功能性饮
品，能帮助参与体育考试的孩子提升测试
成绩。

真相：在网上售卖的“体考神器”成
分表中，除去水和碳水化合物，成分最
高的是牛磺酸和咖啡因。如一瓶 60 毫
升的“小绿瓶”含有 540 毫克牛磺酸，一
瓶 60 毫升的“小黑瓶”含有 180 毫克咖
啡因。对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
营养食品通则》，各类运动项目产品中，
牛磺酸的每日最大摄入量为 600 毫克，
咖啡因的每日摄入量应在 20 毫克到 100
毫克之间。显然，这类产品可能会导致
使用者对某些成分摄入超标。功能性
饮品主要面向的是成人，而牛磺酸、咖
啡因都是神经兴奋剂，青少年对此耐受
度低，大量摄入后可能引起身体系统紊
乱，严重的还会导致中毒。“体考神器”
或能短暂提升耐力和爆发力，但此效果

并非长期可持续的，且存在潜在风险，
青少年想提高运动成绩，坚持科学训练
和营养均衡才是正道。

流言2“吊颈健身”能治颈椎病

流言：近年来，老年人“吊颈健身”走红
网络。据说只要将头吊在树上，身体跟随
绳索摇晃摆动，经常练习就能够治疗颈
椎病。

真相：“吊颈健身”虽然参考的是临床
上的牵引原理，但自己操作不可取。人体
有一定生理曲度，盲目“吊颈”不仅不能健
身，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可能损伤神
经和脊髓，严重的会导致高位截瘫甚至死
亡。除了“吊颈健身”，还有很多五花八门
的“健身”方式，如头朝地、撞树、在单双杠
上“飞旋”等，都需慎重对待，不要随意模

仿，以免给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流言3 高血压患者运动易猝死

流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别运动，容易
猝死。

真相：这种说法太绝对。高血压不
是运动的禁忌证，合理运动可降低血压，
蛮干才有可能增加猝死风险。研究表
明，合理规律的运动能够缓解交感神经
紧张，增加扩血管物质，改善内皮舒张功
能，促进糖脂代谢，预防并控制高血压。
当然，人要在血压控制稳定的前提下进
行规律运动，未得到控制的重度高血压
病、高血压危象或急进型高血压病、不稳
定心绞痛、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视
网膜病变的患者需等病情控制稳定后，
遵医嘱开展运动。

流言4 果汁和维生素片可替代水果

流言：多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但有
的人不爱吃水果，那么喝果汁、吃维生素片
也一样。

真相：每种水果都含有上百种成分，各
种成分之间会互相配合，成分较为单一的维
生素补充剂、果汁很难达到天然食物的保健
效果。对于健康人群来说，通过保健品盲目
或过量补充几种营养成分，可能引起或加剧
其他营养素的代谢紊乱，增加身体负担。而
果汁在加工过程中也会损失一定的膳食纤
维、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水果营养丰富，含有
的膳食纤维具有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以
及延缓血糖吸收的作用，其中钙、磷、铁、钾、
钠等无机盐不仅能够维持细胞形态和功能、
促进生物体的生命活动，还能维持细胞渗透
压和酸碱平衡，对维持人体健康发挥着重要
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指出，每
人每日应摄入不少于300克蔬菜和200至350
克新鲜水果。（据北京市科协、《北京日报》）

“科学”流言榜

■ 权威发布 ■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世界首款
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

6 月 4 日 7 时 38 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
自月球背面起飞，3000 牛发动机工作约 6 分钟后，成功
将上升器送入预定环月轨道。此前，嫦娥六号顺利完成
在月球背面的采样任务。后续，上升器将把样品转移到
返回器中，由返回器带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