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环相扣 看嫦娥六号“四兄弟”如何分工协作
嫦娥六号日前完成一系列环环

相扣的高难度动作，月背珍宝成功
搭上“回家专车”。在这一系列关键
环节中，嫦娥六号各部分是如何分
工协作的呢？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相关专家。

嫦娥六号由轨道器、着陆器、上
升器、返回器“四兄弟”组成。“四兄
弟”中着陆器负责降落月表进行采
样，上升器负责携“土”上天、交接样
本，二者合称为着上组合体。轨道
器负责地月往返、转运样本，返回器
负责降落地面、送回样本，这二者又
合称为轨返组合体。

嫦娥六号“四兄弟”在发射入
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等阶段都处
于“并肩携手”的四器组合体状态。

当进入环月飞行阶段后，轨返
组合体和着上组合体完成分离，“四
兄弟”开始“两两结对”工作。着上
组合体在分离后要完成两次降轨变
轨，做好降落准备。轨返组合体则

在环月轨道上等待上升器的到来。
着上组合体在降落过程中，将

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减速。在即将
接近月面时，首先审视地面是否平

整。如果地面不适合着陆，将进行
悬停避障并缓缓降落到合适的位
置，降落后有序开展月球背面样品
采集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与此同时，仍然航行在环月
轨道上的轨返组合体进行多次轨
道机动，为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
做好准备。

采样成功后，上升器与着陆器
分离，上升器单器从月面垂直起飞
进入环月飞行轨道。此后，上升器
和轨返组合体不断靠近，完成交会
对接，样品从上升器转移到轨返组
合体。

最后，轨返组合体向月地入射
点冲去，踏上返回地球之路。在按
计划经历多次中途修正后，于距离
地球约五千公里高度时，轨道器将
和返回器“挥手告别”，返回器再入
地球，跑好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把月壤安全送回家。

（据人民网）

嫦娥六号由轨道器、着陆器、
上升器、返回器四个部分组成。（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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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海底世界五彩斑斓的珊瑚都不
陌生，经常有人发问：珊瑚究竟是动物还是
植物呢？

珊瑚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
在地球上的历史将近 5亿年。虽然外表像是
植物，但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珊瑚是动物，属
腔肠动物门珊瑚虫纲，是腔肠动物门中最大
的一个纲，有 7000多种。

珊瑚由海底生物珊瑚虫聚集而成。珊
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又叫水螅体，它们
靠头上的触手捕捉食物。几十万个珊瑚虫
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珊瑚，可以发育出片
状、块状、枝状等多种珊瑚群生长形态。

一些珊瑚死后，坚硬的骨骼就会变成礁
石，这类珊瑚称作造礁石珊瑚。它们形成的
绵延不绝的珊瑚礁，是海洋中丰富多样的生
物群落。当地质发生变动海底礁石抬升出
海面，就会形成珊瑚礁岛。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可
以为海洋动物提供庇护之所，目前已知约有
10万个物种栖息其中。此外，珊瑚礁的附属
生物也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和药物资源。
而那些不会造礁的珊瑚，体内大都是微米、
毫米级别的骨片、骨针，不过都很小，虫体死
后，这些骨针、骨片四处飘散，便无法形成珊
瑚礁。

珊瑚。（图据广西大学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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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葵。（图据长沙海底世界微信
公众号）

也许你曾经被它们的长
相和名字迷惑过，也好奇过：

珊瑚是植物吗？冬虫夏草是昆虫
吗？海葵是花吗？

关于这些动物、植物的知识，今
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

冬虫夏草，与人参、鹿茸并
称为“中药三大宝”。但实际上，
冬虫夏草并非冬为“虫”夏为

“草”，而是一种蝙蝠蛾幼虫与虫
草真菌的完美结合，本质上是一
种真菌。

在严寒的高原上，蝙蝠蛾科
昆虫先后历经卵、幼虫、蛹和成
虫四个发育阶段，完成整个生命
史约需 3到 5年。幼虫期最长，
约 2年到 3年。蝙蝠蛾幼虫在土
里生长过程中，如果被冬虫夏草
菌入侵，昆虫和真菌最终合二为
一，华丽变身成了大家所熟知的
冬虫夏草。

简单来说，冬虫夏草菌侵入
蝙蝠蛾幼虫体内后，利用虫体的
营养进行生长，并将菌丝充满虫
体，等到夏天的时候再将子座长
出地面，传播真菌孢子。

冬虫夏草主产于我国青海、
西藏、甘肃、四川、云南等高寒地
区，产地有限，人工难以培植。

每年夏至前后，高原积雪融
化，便迎来了冬虫夏草采挖季。
冬虫夏草生长在广袤的高寒草甸
间，很难发现，挖虫草的人只能
匍匐前进，进行地毯式搜索，十
分考验眼力和耐心。因产量有
限，价格高昂，虫草被誉为大自
然的“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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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 瑚 的“ 亲 戚 ”海 葵 ，
被称为“海底之花”，二者
同属于珊瑚虫纲。无论从
名字还是长相上，海葵都
很像植物，但实际上，海葵
是一种构造非常简单的掠
食性动物。

海葵没有中枢信息处理
机构，不具备大脑基础，没有
骨骼，是中国各地海滨最常
见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它触
手上的有刺细胞，其中富含
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多种
活性分子，可用来麻醉和捕
获小鱼、小虾。

虽 然 海 葵 没 有 大 脑 ，
但 并 不 影 响 它 成 为 海 底
的长寿之星，它通常可以
生存数百年，科学家甚至
发 现 有 2100 岁“ 高 寿 ”的
海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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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虫草。 新华社发

（据《华西都市报》）

珊瑚是植物吗？海葵是花吗？
这些物种知识你需要了解

“天空”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词，人
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天”和“空”的区别。
实际上，这两个字有着不同的指向。

按照现代科学的划分，“空”对应地
球表面的大气层，这一区域其实一点都
不空，充满了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水
蒸气以及被电离的高层大气等，自下而
上可分为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
层、散逸层，属于大气科学研究领域。
在“空”之上，一直延伸到无穷远处，就
是“天”，一般是天文学研究领域。

从航空航天角度来看，航空活
动，包括飞机、高空气球等的飞行都发
生在大气层，属于“空”的范围；航天
活动，如人造地球卫星的飞行，发生在
几乎没有大气的高层区域，属于“天”
的范围，在那里，卫星可以有效避开空
气阻力、依靠惯性绕地飞行。

“空”与“天”之间是渐进过渡的，
并没有严格分界线。国际航空联合会
将距离地面高度 100公里处确定为代
表“空”与“天”的分界。低轨道的人
造卫星其实仍在大气层内，但大气极
其稀薄，也可以算作“天”的范围。

除了地球，其他很多天体也存在
“空”与“天”的区别和关联。仅以太阳系
来说，比如金星，表面大气密度及压力均
为地球的 90多倍，成分以二氧化碳、硫
酸为主，底层温度高达460摄氏度；火星
的表面大气虽然比地球稀薄得多，但偶
尔也会刮起沙尘暴；木星主要由氢和氦
组成，表面是浓密的大气；而水星、月球、
小行星等天体，表面之上几乎没有大气，

“空”与“天”浑然一体，彼此不分。
天文观测的对象都在“天”里，却受

到“空”的制约：大气层让天文观测效果
大打折扣，甚至令有些波段的观测几乎
无法进行。客观因素的制约，促使科学
家发明了空间望远镜，让望远镜飞行在
大气层外，也推动了天文学上的重大发
现接连发生。 （据《人民日报》）

“天”和“空”
有何不同？

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 中国
石化 11 日宣布，公司在四川盆地
深层页岩气勘探获得重大突破，
部署在资阳市的资阳 2 井完钻井
深 6666 米，测试获 125.7 万立方米
日产工业气流，日无阻流量 306 万
立方米，成为四川盆地时代最古
老、产量最高的页岩气井；部署在
乐山市的金页 3 井完钻井深 5850
米，测试获 82.6 万立方米日产工
业气流。

中 国 石 化 西 南 石 油 局 党 委
书 记 郭 彤 楼 说 ，上 述 探 井 目 标
储层均为寒武系，多井、多地获

得 高 产 页 岩 气 ，标 志 着 四 川 盆
地 寒 武 系 页 岩 气 勘 探 取 得 突
破，证实了深层、超深层寒武系
页 岩 具 备 规 模 增 储 潜 力 ，对 推
动 我 国 页 岩 气 勘 探 开 发 具 有 重
要意义。

“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是我
国天然气产量增长的重要阵地，
主要有志留系龙马溪组、寒武系
筇竹寺组、二叠系吴家坪组等主
力海相页岩层系。目前，志留系
龙马溪组提交探明储量近 3 万亿
立方米、年产量约 240 亿立方米。”
郭彤楼说，寒武系页岩时代老且

埋藏更深，长期未能实现商业开
采。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不断探
索，于 2022 年 10 月首次实现寒武
系页岩气勘探突破，直至现在在
资阳、乐山部署的多口钻井接连
获得高产气流。

当 前 ，我 国 已 成 为 美 国、加
拿 大 之 外 第 三 个 实 现 页 岩 气 商
业 化 开 发 的 国 家 。 中 国 石 化 分
别 于 2017 年 建 成 我 国 首 个 百 亿
立 方 米 产 能 的 页 岩 气 田 —— 涪
陵页岩气田、2020 年建成我国首
个 探 明 储 量 超 千 亿 立 方 米 的 深
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气田。

我国四川盆地深层页岩气勘探获重大突破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税务局联
合下达了 2023年度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财政后补助计划，中卫
市 189家企业获补助资金 1628万元，享受企业较上年增长 18%，数量
再创新高。

据介绍，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财政后补助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的科技创新优惠政策。该项政策与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相叠加，极大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双重”激
励作用。

为了让更多创新主体享受到政策红利，近年来，中卫市科技局与
税务部门紧密配合，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加大对相关政策宣传，
面对面开展精准辅导。引进科技中介机构帮助企业建立研发项目辅
助账，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使得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优惠政策在
中卫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用“真金白银”让企业享受到科技政策红
利，助推企业提质升级。

中卫市科技局将深化企业研发费用地方配套资金政策落实，进一
步激发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的信心和决心，着力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卫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卫市189家企业
获补助资金1628万元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近日，“宁夏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座谈会在银川市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沈
阳农业大学教授齐明芳等项目组成员以及自治区科技厅、农业农村
厅、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宁夏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咨询项目由中国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宁夏研究院于 2023年立项。项目围绕宁夏冷凉蔬菜产
业发展现状与资源约束、优势与地位、方向与布局开展研究，旨在提
出基于问题和需求的战略咨询意见，以支撑科学决策、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

座谈会上，项目组汇报了阶段性研究成果，提出宁夏冷凉蔬菜产
业应持续优化“设施蔬菜、供港蔬菜、露地蔬菜、西甜瓜”四大发展格
局，实施强基地、强科技、强龙头、强销售、强加工、强机制“六强”行
动，全力打造全国高品质蔬菜生产加工优势区和西部种业基地。自治
区科技厅和产业部门、高校院所代表结合宁夏冷凉蔬菜产业现状、短
板问题及发展需要，围绕农机智能装备、数字化示范、产业绿色融合发
展、人才培养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切实提升了项目研究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对推动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6月 12日，记者从中宁县科技局获悉，该
局着眼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全面建成自治区创新型县（区）为目标，聚焦科技项目关键、创新
主体关键、科技投入关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三个关
键，不断促进县域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中宁县科技局聚焦科技项目关键，围绕中宁县特色优势产业和主
导产业，积极深入企业征集、挖掘、凝练科技项目，不断攻克产业发展
技术难题。共组织企业申报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 14项、自治区重点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8项、自治区科技
惠民计划 5项，截至目前，共争取各类科技项目资金 870万元。聚焦创
新主体关键，严格落实《自治区建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实施方案》，天
元锰业集团、玺赞庄园枸杞、宁创新材料等 1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科技
型、高成长创新型、新型工业化示范型“三个 100”企业。不断优化建
立科技型企业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在全县范围内遴选
有基础、有潜力、有条件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和跟踪指导。截至目前，
共有 4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企业申报自治区雏鹰企业，
2家企业申报自治区瞪羚企业。

“我们聚焦科技投入关键，建立干部联系包抓服务企业责任制，将
全县 44家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 21家重点企业划分包抓
到个人，督促干部加强与企业沟通联系，到企业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建
立科技型企业发展规划，指导企业正确归集研发费用。引入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一对一精准指导重点规上企业和事业单位全相关面准确归
集研发费用，做到应报尽报、应统尽统，初步归集研发费用 6.7亿元，最
终认定数据待国家统计局 9月份左右公布。”中宁县科技局负责人说。

中宁县科技局多举措
推动县域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
杂志上的新研究发现，野生非洲象和人类一样会用类似“名字”的叫声
来“称呼”对方，这种能力在非人类动物中非常罕见。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介绍，他们使用机
器学习确认大象的叫声中包含了一个类似名字的成分，用来识别目标
对象。当研究人员回放录制的大象叫声时，目标大象会作出积极回应
或者走向播放录制叫声的音箱，而呼唤其他大象的叫声则很少引起目
标大象的反应。

研究人员耗时 4年，包括在肯尼亚开展共计 14个月的密集野外工
作，跟踪大象并记录它们的叫声。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信号处理技术
来检测大象叫声结构的细微差异，并训练了一种机器学习模型，仅根
据声学特征就能正确识别叫声是针对哪个大象的。

结果发现，大象并不仅仅是模仿与其“通话”的个体的声音，而是
利用“任意声音标签”来“称呼”其他个体，这说明大象叫声中可能存在
其他类型的标签等。研究还发现，大象和人类一样，并不总是在对话
中用名字称呼对方，而是在长距离沟通或成年象与幼象之间，用名字
称呼对方更为常见。

研究人员表示，学习发出新声音的能力在动物中并不常见，但却
是通过名字识别个体的必要条件。这类通过任意一种而非模仿的特
定声音来表达一种想法的能力，被认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技能，
是对交流能力的极大扩展。“如果我们只能发出听起来像我们谈论的
东西发出的声音，那将极大地限制我们的交流能力。”

大象和人类的进化轨迹在数千万年前分道扬镳，但这两个物种都
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高度交流的能力。与人类的复杂社会网络类
似，大象也具有家庭单位、社会群体以及更大的族群结构。研究人员
据此提出，人类和大象都面临类似的来自复杂社会互动的压力，因此
推动了两个物种用抽象声音给其他个体命名的能力。

研究发现大象会相互用“名字”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