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中
國航天科技集團六院近日披露，中國
首台泵後擺火箭發動機首次試車已獲
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
掌握泵後擺核心技術的國家。

據介紹，此次試車的首台泵後擺
發動機，是在已經進入工程應用階段
的120噸液氧煤油高壓補燃發動機基

礎上，通過局部調整對液體火箭發動
機泵後擺技術的有效驗證。該發動機
採用了全新研製的多種零部組件產品
，尤其是多層波紋管柔性連接的高壓
搖擺軟管，承受住了渦輪泵排出的高
溫高壓富氧燃氣多重考驗，在試驗過
程中活動自如，結構可靠。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六院院長劉志

讓說，泵後擺技術將搖擺裝置後置，
不僅用最小的擺動實現了推力矢量的
變化，發動機結構還更加緊湊，火箭
總體構型更加優化，更為重型運載火
箭發動機研製掃除了 「攔路虎」，起
到 「瘦身健體」的作用，為研製更大
推力液體火箭發動機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

中國新型火箭發動機研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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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6月4日5時7分，由北京理工大學鄧玉林教授團隊研製的 「空間環境下在PCR反應
中DNA錯配規律研究的科學載荷」 在美國肯尼迪空間中心乘坐 「龍」 飛船送往國際太空站。這
將是中國空間科學項目首次登入國際太空站，被認為標誌着中美空間科學合作取得了零的突破
。 「我們這次中美合作的突破，可以為更多中國科學項目利用國際太空站提供借鑒和經驗」 ，
鄧玉林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通過這次合作，美方應了解中國科學家是敬業和專業的
，是國際空間科學領域的重要力量，不是洪水猛獸，今後的合作應該是大勢所趨。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研究基因突變規律 中美科學合作破冰
中國實驗首登國際太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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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國際在線報道：3日，
由中船重工旗下武船集團承建的 「挪威海
上漁場養魚平台」在青島順利交付挪威用
戶。這是世界最大的半潛式智能海上漁場
，是集全球頂端海工設計和先進養殖技術
、理念於一身的海上養殖裝備。

與近海養殖裝備不同， 「挪威海上漁
場養魚平台」是用於深海養殖的養殖裝備

，因此也被外界稱之為 「深海漁場」。這
個全球最大的全自動智能海上養殖裝備總
高有69米、直徑110米，空船重量7700噸，
網衣面積相當於5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這
個超級深海漁場只需3-7人即可操控，一
年可養三文魚150萬條。

年養150萬條三文魚
中船重工武船集團副總工程師嚴俊介

紹，該設備的順利建造，將對當前漁業養
殖的模式產生重大影響： 「新的設備是工
業化、智能化的養殖，可以在遠海抵抗十
二級以上的颱風，就可以在遠海地區生存
，那麼我們整個養殖體系、養殖模式就發
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個體養殖變化了現
代化的工業養殖。」

在交付現場，挪威駐華大使司文表示
， 「中國公司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建成
了這個海上裝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
海洋和魚類養殖領域，中國和挪威利益互
補，這個項目是雙方合作的一個典範，雙
方在該領域具有很大的合作潛力。 」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當地時間4日8時43分（北京時間4日7時
43分），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載着3名
潛航人員在風雨中離開 「向陽紅09」科學
考察船，進入太平洋洋面。11分鐘後，在
科考隊員注視的目光下， 「蛟龍」號向着
雅浦海溝深處潛去。

這是本航次 「蛟龍」出海時第一次遇

到下雨天。 「蛟龍」號此前5潛馬里亞納
海溝，在雅浦海溝作業區， 「蛟龍」號同
樣將完成5次下潛。 「『蛟龍』無懼雨中
下潛，但風雨中的下潛，確實增添了很多
困難。」正在指揮水聲吊陣布放的工作人
員王向鑫說。

潛水器下潛後，緊接着就是布放水聲
吊陣設備，以保持潛水器與水面的通話和

聯繫。王向鑫說，負責水聲吊陣的五六個
人，每個崗位的工作都要按時準確到位。
「開絞車、掛鈎、排纜等，雨中說話不容

易聽清楚，穿着雨衣幹活也不利索，這需
要我們工作起來格外小心」。

原計劃7時布放潛水器，推遲至8時30
分進行。水面支持系統指揮人員李德威說
，布放過程本身可以說行雲流水，沒有比
平時多花時間，但在回收時如果還在下雨
，就會困難一些，因為一則下雨海面視線
不好，發現 「蛟龍」要困難些，二則下雨
天黑得早，回收比布放更複雜一些。

11時14分， 「蛟龍」號到達潛深4187
米，海底作業2小時後返回，完成雅浦海
溝首潛。

據介紹，本次下潛為工程下潛，主要
是確認潛水器工作狀態，對所有功能參數
進行全面測試，驗證潛水器自身作業工具
的技術性能。通過高清視像， 「蛟龍」號
此次觀測到各種形狀的海綿、海參、鰻魚
、紅色對蝦等多種深海底棲生物，取得大
量海底生物資料。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中美航天合作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曾有過
「蜜月期」，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

雖然中美兩國的整體合作水平不斷深化，
航天合作卻陷入冰點。

近20年，中國航天跨越式發展，載人
航天、探月深空探測多點開花。美方卻不

斷指責中國竊取航天機密，完全關閉官方
合作管道。2011年，時任美眾議院撥款委
員會一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沃爾夫，發起被
稱為 「沃爾夫禁令」法律條款，明確美國
航空航天局（NASA）或白宮科學技術政
策辦公室，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法案所
劃撥的任何資金用於與中國政府或國有企
業開展交流，NASA也不應使用任何資金
接待中方人員。因為這條禁令，NASA曾
在 「奮進」號航天飛機最後一次升空時取
消中國媒體的採訪證，也曾拒絕中國科學
家參與開普勒太空望遠鏡項目會議。

沃爾夫議員在2013年底宣布退休，這
成為當時中美兩國航天科學家們奔走相告
的好消息。但是，陷入冰點的兩國航天合
作，並沒有因此產生太大改變。2016年10
月，第二次中美民用航天政府間對話在華
盛頓舉行，雙方就太空碎片等問題進行深
入討論，切實的航天領域合作仍是敏感話
題， 「沃爾夫禁令」依然有效。

隨着中國航天技術及空間科學水平的
提高，特別是中國太空站計劃的實施，加
強航天合作已成為中美兩國航天界的強烈
呼籲。鄧玉林教授團隊項目的升空，已成
為未來中美更加深入航天合作的新開端。

北京理工大學生命學院教授、國際宇
航科學院院士鄧玉林團隊此次研製的空間
生命科學載荷，是採用微型微流控PCR
儀，對抗體DNA片段進行在軌飛行狀態
下的基因擴增，來模擬人類生命的延續與
發展。在空間飛行結束後，分析基因突變
規律，進而探討空間輻射及微重力環境下
的基因誘變機理。該項目是首次在國際上
利用空間環境開展 「微進化」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搭載項目的順利
實施，被認為標誌着中美空間科學合作取
得了零的突破。2011年，美國國會曾出台
「沃爾夫法案」禁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及與NASA有合同關係的美國
航天企業與中國航天領域進行任何接觸和
合作。鄧玉林團隊大膽地通過商業合作模
式，在2015年8月與美國負責運營國際太
空站科學研究平台的NanoRacks公司簽署
協議，並通過各項審查，為國際太空站帶

來首個中國項目，為中美太空合作開闢了
新途徑。

商業合作突破美方限制
親臨肯尼迪空間中心發射現場的鄧玉

林教授難掩激動，他在越洋電話中向《大
公報》表示，儘管項目得到了NASA批准
並報告給美國國會，但一直以來仍然是小
心翼翼、如履薄冰。在項目進行過程中曾
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項目本身科學和技術
問題的困難，又有對美方航天項目體系不
太熟悉的困難，更有涉及到中美兩國法律
政策的困難。此次項目的成功，可以為更
多中國科學項目利用國際太空站提供了借
鑒和經驗。

鄧玉林介紹，該團隊研製的載荷曾有
過三次飛行搭載經驗，繼2011年神舟八號
搭載、2016年長征七號首飛搭載以及2017
年天舟一號搭載之後，此次通過 「龍」飛

船進入國際太空站。這一實驗載荷儀器與
神舟八號搭載的儀器相關，但是在通量、
能力和接口有大幅度提升，是一個創新設
備。

下月回收樣品作後續研究
依照計劃，載荷升空約兩天後，將由

太空人從低溫儲藏箱取出，安裝在國際太
空站的實驗架上，自動或通過飛控啟動實
驗。第一組實驗持續一天左右，經過十多
天後，再啟動第二組實驗。大約一個月後
，實驗設備和樣品返回地面，開展後續研
究。

這項基礎性生命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
義，一方面有助於科學家認識空間環境對
於生物進化規律的影響，另一方面當人們
掌握基因突變規律，對其做出相應改變和
修飾，以更好的適應環境，對預防和控制
疾病等方面有着重要意義。

●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瓊．約翰遜—弗
雷澤：這次合作證明商業太空活動日益增
加的重要性，太空不再僅僅是政府活動的
範疇，就像汽車和電腦那樣，太空正在發
展成為商業活動的一個領域。

●美國華裔宇航員焦立中：美中向前邁出
了很好的一步，我一直相信，合作，特別
是以民用航天探索作為途徑，是美中兩國
向前走的最好方式。

●納諾拉克斯公司載荷業務負責人瑪麗．
墨菲：雙方合作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是未來可繼續的一種合作模式。

觀察人士高度評價

蛟龍風雨中潛雅浦海溝4187米華製深海超級漁場交付挪威

中美航天合作 期待重啟

▲4日， 「蛟龍」 號雨中
深潛雅浦海溝 新華社

▲工作人員對交付挪威的 「超級漁場」
進行檢查 新華社

▲鄧玉林教授（左）團隊與美方工作人員
在美國肯尼迪空間中心 受訪者供圖

▲鄧玉林教授（左）團隊向美方交付空間生命科學
載荷 受訪者供圖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3日利用「獵鷹9」
火箭發射「龍」貨運飛船，首次攜帶中國獨立
設計的實驗飛向國際空間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