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事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国家的发展进
步。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新华视点”记者独
家采访来自航天领域的代表委员和专家，听他们
细数2017年中国太空事业将发生哪些大事。

天舟4月出征首试
“太空加油”

4月，我国第一个“太空快递员”天舟
一号，将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介绍，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密封货运飞船，采用两
舱构型，起飞质量13吨，能运输6吨重的物
资。它主要承担为空间实验室运送消耗物
品、推进剂、维修设备、维修器材和试验载
荷设备等任务，并且下行一些空间站废弃物。

天舟一号最重要的使命是与天宫二号进行
交会对接，为天宫二号“太空加油”，开展在轨
维修和推进剂在轨补加等技术验证。这是我国
建设空间站之前在太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
试验。

嫦娥五号38万公里
外采回月壤

嫦娥五号是我国迄今研制的难度最大、任

务最复杂的航天器。按计划，嫦娥五号将在今
年11月底前后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
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五院月球探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顾问
叶培建介绍，8.2吨重的嫦娥五号将实现我
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个首次：首次在
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
次在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
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
速度返回地球。

如果进展顺利，整个过程将在1个月内
完成，2017年内就能将2公斤的月壤“打
包”回地球。“届时，我国探月三期的目标就
全部完成。”叶培建说。

北斗导航服务区域
覆盖全球

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今年也有大动
作。北斗三号卫星计划在7月左右进行首次
发射。北斗三号卫星今年计划发射 6至 8
颗，将实施数次一箭双星发射。

包为民介绍，北斗三号服务区域将从北
斗二号时的覆盖全球三分之一扩大到全球；
卫星性能也大幅提升，单星设计寿命达到12
年。北斗三号系统采取了星间传输、地基传

输功能一体化设计，实现了高轨、低轨卫星
及地面站的链路互通。

继2016年成功发射3颗新一代北斗导航
卫星后，目前我国已有22颗北斗导航卫星在
轨运行，其中新一代卫星7颗。

6颗新卫星助力人们
在飞机高铁上触网

2017年，我国计划发射实践十三号（中
星16号）、实践十八号、中星9A、中星9C
等共6颗通信卫星，使我国的通信卫星技术
进一步迈向国际前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通信卫星事
业部副部长王敏介绍，4月，我国将发射首
颗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 （中星 16
号）。这颗卫星首次在高轨道上应用激光通
信和电推进等技术，通信总容量达20G以
上，超过我国此前所有通信卫星容量的总
和。

6月，起飞重量达7吨的实践十八号卫星
计划发射，它所采用的我国最新研发的承载
能力最大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能与国际
上最先进的通信卫星平台媲美。

王敏说，未来人们在飞机、高铁上流畅
接入互联网、收看4K超高清节目就靠天上的
高通量通信卫星来实现。

一大拨守望人们家园
的卫星即将来袭

今年，还有一大拨应用新技术、具备新
技能的新卫星将相继升空，它们用自己的点
点星光，守望地球上人们的幸福生活。

观天象知冷暖的风云气象卫星家族有望添
丁；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预计今年升空；被
称为“张衡一号”的首个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预计
下半年发射，将使我国成为唯一拥有在轨运行
的多载荷、高精度地震监测试验卫星的国家。

同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迅速。今年，
我国0.5米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高景
一号将迎来两颗新星，随后4颗在轨的0.5米
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将完成组网，实现全
球任意地点每天重访一次。

今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虹云工程的首
颗技术验证星也将升空，该工程建成后，能
让人们在世界任意角落接入互联网。

“长征家族”运载
火箭全年露脸28次

2017年，我国宇航发射任务将再创历史
新高，“长征家族”运载火箭全年宇航发射计
划28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科技委主任谭永华表示，自2015年、2016
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氢氧发
动机成功助推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长
征七号、长征五号相继首飞后，今年长征五
号和长征七号迎来新的飞行任务。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此前成功发射为我们
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
是承担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和嫦娥五号的发射任
务，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进
入工程应用阶段，所以这两次发射都特别值得
期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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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微信，在朋友圈中搜索
“小龙虾”，竟然出现“小龙虾浑
身是寄生虫、体内重金属超标几
百倍”的结果，让很多“吃货”
望“虾”生畏。但事实上，这只
是一条不足为信的“舌尖上的谣
言”。

曾几何时，我们最信赖的朋
友圈成了谣言重灾区。从几度刷
屏的“微波加热食物致癌”，到
肯德基使用“六翅鸡”的传言，
再到2016年疯转的“小龙虾浑
身是虫”等文章，这些“舌尖上
的谣言”千变万化、耸人听闻，
造谣者乐此不疲，消费者却如入
迷阵。

细数2016年“舌尖上的谣
言”，你中招了吗？权威专家学
者带你逐一击破。

中招否？谣言多是
老套路

美国正式宣布转基因有毒？
方便面32小时不消化？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教授罗云波指出，这些2016年
朋友圈中的“爆文”，离不开以
讹传讹、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
套路。比如“吃樱桃感染禽流感
H7N9病毒”，就是“吃猪肉感
染 H7N9”“ 吃 麻 辣 烫 感 染
H7N9”等谣言的新变种。专家
指出H7N9是禽流感病毒，谣言
在“乱扣帽子”。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
长孟素荷也表示，类似“小龙虾
浑身是虫”这类没有科学依据的

“旧闻新炒”占2016年食品安全
热点问题的25%，也是最能影
响普通百姓感受的“伪信息
源”。比如“西瓜和桃一起吃要
人命”这类“食物相克论”谣
言，就让无数蔬果美食纷纷“躺
枪”，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西瓜和
桃同时吃会致命。

对于“方便面32小时不消
化，甚至致癌”的谣言，专家认
为，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
的食物搭配，荤素搭配、营养均
衡才是“王道”；对于“用避孕
药种出无籽葡萄”，专家指出避
孕药是动物激素，对植物根本不
起作用；对于“猪肉生了无敌钩
虫”，经鉴定，网传的钩虫照
片，是猪的淋巴、血管等组织，
猪肉中没有钩虫一说。

为何一些谣言“屡辟屡
传”？罗云波指出，一方面是由
于辟谣主体公信力不高、专家声
音缺失，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一些
民众科学素养不高，更容易接受
负面信息。此外，一些人受利益
驱动，对造谣传谣乐此不疲，也
导致谣言“屡辟不止”。

如何辨？识别障眼
法是关键

“在新媒体兴起的当下，不
少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食品药品
报道往往仅凭网络材料简单拼接

而成，未经权威机构核实，类似
内容经常成为传播‘舌尖谣言’
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院长胡百精教授说。

专家认为，食品安全谣言借
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快捷、广泛，
在朋友圈已呈现“病毒式传播”
态势。专家呼吁公众警惕朋友圈
中的不实消息，关注权威机构的
信息发布，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
害。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蔡静表
示，公众应有意识地甄别不同来
源渠道的信息，对于消息来源缺
失或者交代模糊的信息，要尤其
注意其真实性，抵制网络谣言，
避免为其所伤。

朋友圈里以软文包装的商家
广告，也应引起公众注意。胡百
精指出，一些商家抓住患者对于
保健食品、药品的迫切期待心
理，以新闻形式包装广告，夸大
产品功效，患者容易被其误导，
引发健康风险。

此外，对于健康养生文章中
“多吃可以降糖”“效果十分显
著”“神奇”“高效”等字眼，专
家也提醒公众注意甄别。胡百精
指出，这类文章容易让人产生不
用就医、仅凭“食补”“药疗”
就可以自愈的想法，忽视其背后
可能存在的风险，甚至导致一些
患者贻误救治时机或走进“伪科
学”的医疗误区，威胁到老百姓
自身的健康。

怎么治？信心需要
共同维护

专家指出，“舌尖上的谣
言”一再被误传误信，刺激公众
恐慌情绪，既消解社会对食品安
全的信任度，同时也使相关产业
发展受到冲击。

“食品安全网络环境应得到
治理。”罗云波指出，许多早已
被辟谣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被反
复炒作，但这些谣言却得不到有
效遏制，导致食品安全网络环境
的恶化。

孟素荷也表示，微信、微博
等传播方式的普及，使目前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的难点和重点聚集
在网络自媒体上，因此需要科技
界与媒体共同持续推进风险交流
和公众科普。

老百姓对食品安全越来越上
心，更多地体现在其对食品安全
的信任度上。专家认为，守护好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关键
还靠生产经营者的严格自律，以
及有关部门的严密监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总顾问陈君石强调，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整个食品链要做到从农田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保
障，尤其是龙头企业有责任带动
中小型企业做到上下游联动；从
政府监管来讲，要强调多部门的
合作，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无
缝监管。

（据新华社）

带你逐一击破2016年“舌尖上的谣言”

ｋ辟 谣

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叛
逆，很多家长不解：明明小时
候那么乖，现在怎么如此难沟
通?科学家们从生理角度解释
青春期叛逆的原因，或许有助
父母们更好地理解青春期的孩
子。

很多父母吐槽青春期的孩
子不听劝。美国哈佛大学的研
究人员发现了背后原因。他们
让32名青少年听一段各自母亲
唠叨的音频，同时借助扫描仪
监控孩子们的大脑活动。结果
显示，研究对象大脑中负责处
理负面情绪的区域变活跃，而
控制情绪以及听取他人意见的
区域则完全关闭。英国《每日
邮报》3月1日援引研究人员的
话报道：“当你对他们叨叨，他

们真的是左耳进、右耳出。”
有的家长抱怨，青春期的

孩子踢球回家一身臭汗也不洗
澡。丹麦奥胡斯大学的一项研
究显示，这是因为青春期的孩
子可能真的闻不见汗味。研究
人员让400多名13至 18岁青
少年辨别常见气味，结果发现
七分之一的孩子无法识别汗
味。

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上
瘾，比如喝酒、吸烟、打游戏
等。英国育儿专家安妮塔·克利
尔说，青春期孩子的大脑比成
年人“更能干”，因此当他们得
到向往的事物时，大脑分泌的

“快乐激素”多巴胺比成人更
多，从而令他们更愿意去反复
尝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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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宇宙将发生一大拨事情，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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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孩子不爱洗澡是因为闻不见汗味？

近年来，山东省即墨市引进盆式栽培、槽式栽培、柱式栽培等立体栽培技术，供当地农民学习体验现代农业科
技项目，并为农民产业化种植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有效助推了科技农业项目的孵化与转化。

梁孝鹏 孙旦杰摄

中国科学院3月1日发布关于灰霾追因
与控制等专项研究成果，该研究主要聚焦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分析这些
典型区域霾形成的原因，为控制霾污染提供
科学可行的技术和政策解决方案。

霾究竟从哪来？为何“久治不愈”？今
后应如何治理？记者采访中科院权威专家，
对此作出解答。

霾从哪来？燃煤等污染扩散
上空“加盖子”，汽车尾气二次
污染

霾主要由细颗粒物PM2.5造成，其来源
复杂，既有直接排放，也有二次转化。科研
人员目前确认，我国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
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及其他污染相叠加构
成，工业排放、居民面源和交通源三方面的
控制是关键。

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工业和燃煤排放
的年均值占PM2.5来源比例为1/3以上，扮
演了非常关键的“催化”作用。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
说，以北京为例，周边的工业燃煤污染或是
秸秆燃烧的烟羽在特定气象条件下传输扩散
到城市上空，就像在城市上空加了一个“盖
子”。城市内的机动车排放等污染物随后在

“盖子”下面不断累积、相互作用，产生二
次污染物，造成“1+1﹥2”的大气污染效
果。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
席科学家贺泓说，一些污染源比如汽油车，
虽然尾气的颗粒物浓度不高，但在大气中反
应后产生大量二次颗粒物，成为城市PM2.5
的重要来源之一。研究表明，在我国中东部
地区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率常高达
60%，在成霾时二次颗粒物所占比例往往更
高。

“久治难愈”？污染存量高，
灰霾生成“门槛”低

2013年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总体向好，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逐步降低，优良天
数比例明显上升。来自环保部门和科研机构
的统计表明，2013年至2016年，全国平均
改善幅度在30%左右，京津冀地区改善幅度
更大。

但为何公众没有明显感受到大气质量改

善？贺泓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颗粒物浓度还
远未达到环境显著改善的拐点。

数据显示，北京、天津、石家庄、济
南、郑州、太原和呼和浩特2016年PM2.5
年均值分别是国家年均标准35微克/立方米
的1.1倍至2.8倍。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表
示，由于我国污染物排放的历史存量较高，
导致环境容量不足，降低了灰霾发生的阈
值。如果京津冀污染源不进行大幅度减排，
区域强霾污染事件可能还会频繁出现。

贺泓说，我国产业布局相对集中，尤其
是京津冀地区单位面积的能耗和排放量比较
高，形成了目前燃煤—工业排放—机动车—
农业排放多类型污染、高负荷共存的重度复
合大气污染类型。复合污染导致的环境容量
下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大气污染控制的成
效。

主要靠风？气象不利，污染
抬升30%至40%

气象资料统计显示，近40年来京津冀
年平均风速逐年减小，减小幅度达37%，尤
其对京津冀污染物消散有利的北风频次和风
速都显著下降。贺泓说，出现以低风速和逆
温为特征的不利气象条件，是灰霾形成的外
因。

如果把京津冀地区比作一个房间，这个
房间并不通透，只有一面有窗。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冬季的风越来越少，灰霾吹不散，
只好在当地“徘徊”。

不仅风少了，“屋顶”的层高也在变
低。贺泓介绍，大气中的PM2.5一定程度上
会削弱到达地表的太阳光强度，导致地表温
度下降，而上层颗粒物中的消光性物质会提
高该层大气的温度，从而形成下冷上热的稳
定大气结构，空气对流减弱，边界层高度下
降，进一步加剧污染形成。

对于近年秋冬季大气重度污染天气多发

情况，王跃思说，偏南风多、偏北风少、寒潮更
少，导致华北区域污染更难以扩散清除。由于
冬季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使得污染抬升
30%至40%，部分抵消了污染源减排的效果。

如何治理？调整能源结构，
根本转变需较长过程

近几十年，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排放量大幅增
加且高密度集中在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是我
国重点城市群大气污染频发的根源。

源头减排仍应是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重
中之重。王跃思说,我国灰霾防治问题涉及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控制技术与社会经济
成本等诸多问题，在短时间内较难实现产业
和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因此空气质量根本
转变还需一个较长过程。

“治理灰霾需要加强针对性，力争精准
治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空气质
量改善效果。”贺泓建议，发挥科技支撑作
用，加强多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加大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力度，大力防控农村和城乡接合
部散煤和秸秆燃烧导致的季节性霾污染；一
线大城市应把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放在突出
位置，城郊乡村重点治理“小散乱污”企
业。 （据新华社）

连街边的早点铺、水果摊
都开始扫码收款，5年后，带
现金出门，真可能无用武之
地。日前，支付宝在首屏显要
位置正式上线“收钱码”功
能，用户可以借此方便地发起
面对面收款 （即转账） 功能。
在此前的两周试运行时间里，
每天都有近20万人在申请试
用，一位小店店主说，不用购
买扫码枪，这是他用过的门槛
最低的收钱工具。

“收钱码”推出后，以前
许多只能使用现金的小角落，
也能被移动支付覆盖了。支付
宝副班长倪行军表示，支付宝
希望用5年时间推动中国率先
进入无现金社会，收钱码是支
付宝今年推动无现金社会的第
一步，之后还将推出一系列举
措。

收钱码上线后，用户点击
支付宝首页的“收钱”按钮，
即可发起面对面的收款。对于
需要频繁收钱的用户，如果想
要随身携带或者黏贴在固定位
置，还可以点击“免费领取收
钱码贴纸”，支付宝可以将贴纸
邮寄到家。申请领取成功后，
从收钱码收来的钱，还可享受
提现免费。

这对小吃店、路边摊、水
果店、杂货铺这些以前移动支
付较难普及的地方来说，无疑
是一个大福利，因为这样一
来，他们使用移动支付就真的
零成本了，还能方便查看每日
账单。

为了真的做到最低门槛，

支付宝还通过服务人员，向一
些没有安装支付宝的用户，派
发二维码。拿到这种特殊的二
维码之后，没有安装支付宝的
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填写
相关信息后转账到收款人银行
账户，实现“不安装支付宝也
能使用支付宝”的效果。“这真
是个收钱神器”，上海市静安区
的一位早餐店老板在试用过收
钱码后告诉记者。他说，把收
钱码贴在门口后，早上来买早
餐的年轻人用手机扫一扫就付
钱了，节省时间，自己也避免
找零钱、假钞的麻烦。而且能
随时看到每一笔流水和每日账
单，相当于找了一个免费“小
会计”。

艾瑞咨询本月发布报告
称，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已经
远超美国，是美国的近 50
倍。毕马威此前发布的《全球
消费与融合调查报告》显示：
66%的全球受访者表示愿意使
用移动钱包业务，而中国的比
率高达84%。

在中国，民众对移动支付
的接受度，支付宝等移动支付
工具的普及度都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而且，据媒体报道，中
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起已经组
建了专家团队研究法定数字货
币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在近期
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而
无现金社会的建设，正是数字
货币实现的基础。有经济学家
认为，让现金成为历史，中国
央行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 （据新华网）

霾从哪来？今后如何治？
中科院权威专家答疑

支付宝正式上线收钱码

ｋ最炫科技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