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

10月24日，参观者在第三届北斗

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场景示范区了解一

款安全风险检测预警设备。

当日，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

峰会在湖南省株洲市开幕。本届峰会

以“同世界·共北斗”为主题，峰会设置

了约12000平方米的室内场景示范区

和约2000平方米的室外展示区，展示

北斗最新技术、工艺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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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在可持续发展路上不
断自主创新再突破。

10月 24日，国家航天局在京举
办实践十九号卫星载荷交付仪式，标
志着该卫星工程返回任务圆满完
成。此次交付的实践十九号卫星搭
载载荷包括主粮作物、经济作物、微
生物航天育种载荷以及空间技术试
验载荷等20大类。

1970年 4月 24日，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秘、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时
光荏苒，在“两弹一星”精神的照耀
下，实践十九号卫星正书写着我国卫
星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9月 27日发射升空，10月 11日
成功回收，作为我国首颗可重复使用
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十九号不
但能“上天”，还能“入地”，甚至可以
像“孙大圣”一样反复遨游于天地间。

一来一回的旅途中，该卫星充分
发挥了新一代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

“育种周期短、搭载效率高”优势，圆
满完成了近千个种质资源空间育种
试验，为我国种质资源创新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也为国产元器件、原
材料等提供了珍贵的在轨验证机会，
为我国航天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可持

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同时，卫星还搭载了泰国、巴基斯

坦等国家的种质资源和多个科学试验
载荷，为打造国际航天合作新生态、推
动全球科技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十九号卫星有这些特点
——

首先是“可重复”。早在 1975
年，我国就完成了首颗返回式卫星成
功发射和安全回收，成为当时世界上
第三个掌握返回技术的国家。

实践十九号卫星能荣获“首颗”

殊荣，是因其回收舱突破了可重复使
用技术，卫星平台可以重复使用10次
以上，做到了可重复往返天地之间，
从而大幅降低了制造成本、提升了使
用效率。

此外，该卫星还具备提供更高品
质的微重力环境能力，可为高端微重
力实验提供更高品质的微重力环境
保障。

实践十九号卫星上天入地“干大
事”——

在新技术试验方面，卫星在轨开

展了微重力氢气制备技术、低频磁通
信技术、充气密封舱技术、无线功率传
输技术、气动参数测量技术、功能梯度
防热材料、低膨胀系数结构等新技术
试验。

在空间科学实验方面，卫星共搭载
了合金熔体扩散行为研究、非晶合金结
构及表面原子动力学、碳纳米材料与器
件、固体催化剂材料、口腔医学材料研
究、手性药物研究、微生物产药分子学
机制研究等空间科学实验载荷。

在自主可控元器件方面，共搭载
了DSP数字信号处理器、超高速光通
信处理器、高可靠双核处理器等 27
种国产器件。

实践十九号卫星未来可期——
由于新一代返回式卫星平台独特

的低阻力、低扰动设计，卫星在轨运行
期间，可为有效载荷创造高品质的微重
力环境以及真空、空间辐射等综合轨道
环境，并且完成试验后可及时携带载荷
或者样品返回地球，效率高、灵活性高。

该卫星是一个可实现载荷天地
便捷往返、能够提供高品质试验服务
的空间试验平台，可广泛服务于空间
科学实验、航天新技术验证，以及航
天育种、空间制药、空间材料制造等
领域，应用与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宋晨）

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卫星上天入地干了啥

升空
回收

新西兰达尼丁国际机场不久前
在落客区放置标志牌，提醒人们告别
拥抱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并建议如
需更长时间告别可移步至停车场。
这一旨在保障机场顺畅运转的举措
随即引发全球网民讨论。

达尼丁国际机场位于新西兰南
岛。9月下旬，写有“最长拥抱时间
为3分钟。如需依依惜别，请移步停
车场”的标志牌出现在落客区。

据法新社 24日报道，随着越来
越多人将标志牌拍照分享至社交媒
体，对于如此“新颖”的提醒方式，网
民纷纷表达意见。

有人认为3分钟对于告别已经足
够长，一名女士在该机场的社交媒体
账户下留言：“我很高兴没有规定最短
拥抱时间。一句‘再见’就足够了。”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规定很奇
怪，指责机场是“拥抱警察”。有人留
言说：“拥抱已被证明有很多好处，不
只体现在心理健康方面。”

机场经营方则对标志牌引起的
巨大反响感到惊讶。依照机场首席
执行官丹尼尔·德博诺的说法，安装
新告示牌是为保证机场良好运转，用

“有点搞怪的方式提醒人们在落客区
快速告别”。

（乔颖）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不能超过三分钟！

新西兰一机场
出台告别拥抱限时令

与银河同框，和流星为伴，这几
日，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彗星——紫金
山-阿特拉斯彗星赚足了人们的眼
球。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在给我们带
来近一个月的精彩表演后，这位“天
外来客”正在与地球“告别”。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国际编
号C/2023 A3），于 2023年 1月 9日被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
望远镜首次观测到，这也是紫金山天
文台发现的第8颗彗星。

彗星是太阳系中的小天体，主要
由冰与尘埃颗粒等物质组成。彗星是
美丽的，但并不容易看见，由于大多数
彗星都比较暗弱，通常需要借助天文
望远镜或其他专业设备才能观测和拍
摄到，肉眼可见的彗星凤毛麟角。

星联 CSVA联合发起人蒋晨明
介绍，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来自遥
远的奥尔特云，是典型的近抛物线彗
星。这是一颗长周期彗星，轨道周期
长达6万多年。

彗星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
有时你预测它很亮，它也可能在接近
近日点的途中，因自身结构比较松
散，难以承受太阳热量的炙烤及强大
引力的撕扯等而“粉身碎骨”。

好在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经
受住了考验。今年9月28日，它顺利
经过近日点。对北半球而言，在经过
近日点前后一段时间，这颗彗星出现
在早上的东方低空。在大气透明度
高的地方，肉眼隐约可见其身影。

10月12日，紫金山-阿特拉斯彗

星过近地点。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天
日落后不久，这颗彗星都出现在西方
偏南的夜空。由于观测时段更为便
利，不少天文爱好者对它进行了持续
的跟踪观测和拍摄。值得一提的是，
在过近地点后的几天，肉眼比较容易
看到这颗彗星。

“从近日点前后到近地点前后的
这一段时间，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成为天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论
是与各地的名胜古迹同框，还是与银
河、流星为伴，都给我们带来了无比
的惊喜。”蒋晨明说。

目前，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正
在远离地球，其亮度已经降低到4至
5等，可以说属于它的精彩表演即将
结束。 （周润健）

今年最值得期待彗星即将结束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