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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五号”
■ 宁铁民

插图 苏盼盼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我国自行研制的系列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
一方面是向红军致敬，一方面是要继承红军长征精
神，在研制火箭的过程中发扬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
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卓越品质和对事业的忠诚信念。

1970年，经过两年多的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
箭竖立在发射架上，并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
红一号”送入地球轨道。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属于“长征”运载火箭
中的重型火箭系列，目前有“长征五号”和“长征五号
B”两个型号，它们被亲切地称为“胖五”。但它们可
不是虚胖，而是强壮。“长征五号”身高56.97米，直径
5米，起飞重量859~879吨，是我国现在服役的起飞重
量最大、直径最粗、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

“长征五号B”在“长征五号”基础上改进。它跟
“长征五号”一样，直径为5米，只是个头稍矮，身高
53.7米。另外，它捆绑的4个助推器，虽然直径仍是
3.35米，但“瘦”了700多公斤。起飞重量约849吨，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22吨，是目前我国近地轨道运
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B”的整流罩长20.5
米，直径5.2米，是我国最大的火箭整流罩，比“长征五
号”的12.3米整流罩长出一大截。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这哥俩担负的任务不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主要
负责长途运输，把大型卫星发射到高轨道，以及运送
更遥远的深空探测器；“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则是短
途运输，负责把大型卫星和飞船发射到近地轨道。

2016年11月，“长征五号”首次发射成功。

2019年10月，“长征五号”排除故障后重新上阵，
第三次发射成功，将“实践20号”卫星送上太空。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首次发射成功。
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第四次发射，将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上火星。
2020年 11月24日，“长征五号”第五次发射，将

“嫦娥五号”送上月球，执行我国首次月球挖土任务。
2021年4月29日，“长征五号B”将“天和”核心舱

送入太空，开启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
空间站的重要部件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还

有巡天太空望远镜等，都要靠“长征五号B”送上太
空。而“嫦娥”6、7、8号月球探测器，以及遥远的木星
探测任务，则要交给“长征五号”。或许“长征五号”家
族将来的新成员，还将执行中国载人登月任务。

近日，瑞士日内瓦大学研究人员将一个量子
比特存储在一个晶体内，持续时间长达20毫秒，
创下新世界纪录，为开发出长距离量子通信网络
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新研究中，在欧洲量子旗舰计划框架内，米
凯尔·阿夫泽利乌斯团队成功将一个量子比特存
储了20毫秒。为此，他们使用了掺有铕的晶体，
这种晶体能够先吸收光再发光。

团队称：“我们在晶体上施加了千分之一特斯
拉的小磁场，并使用了动态解耦方法，包括向晶体
发送强烈的射频，旨在让稀土离子脱离环境扰动，
并将存储性能提高近40倍。”

尽管如此，他们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进一步延长存储时间，在确保不失真的情况下，让
存储持续时长超过100毫秒。此外，他们还必须
设计出一次能存储超过一个光子（使光子发生“纠
缠”）的新型存储器，“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出一个在
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良好的系统，并于10年内推
向市场。”

近日，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MISIS研究人
员与其他大学的同事们合作开发出一种新技术，使非
织造布材料具有抗菌性能。该技术的基础是通过在
低压下使用射频气体放电等离子体对材料进行改性。

这项欲使非织造布材料具有抗菌性能的研究是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时启动的。众所周知，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他们易发生继发性细
菌感染。因此，科学家们为自己设定了任务：研制具
有抑菌效果的材料，以用于制造一次性医用服装、床
单、尿布和其他产品，使用这种材料将有助于遏制病
原菌在医院环境中传播。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
生物材料科学研究人员伊利亚·拉林称，为了使非织造
布材料具有抗菌性能，首先将其置于两个电极之间的
封闭系统中，空气被抽空到中度真空，同时将氩气注入
系统。当电磁场产生时，它从阴极加速到阳极，并“轰
击”产品，从而破坏聚合物的分子键。然后将功能化的
表面浸入到装有浓缩银纳米粒子胶体悬浮液的罐子
中，用抗菌剂浸渍。之后用甲烷—氩气混合气体处理
具有抗菌性能的材料。甲烷是许多聚合物中的单体，
被用作非织造布材料表面的构建块，将抗菌剂结合到
表面。然后将得到的产品在高压灭菌器中灭菌消毒。

在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不断刷新高度的当下，
塔吊倒塌事件时有发生，如何科学杜绝事故的发
生？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山东省起重机械健康智
能诊断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起重诊断中心）首
席专家宋世军表示，经过多年研究，“塔机CT”技术
已研制成功。这项技术可运用“结构损伤图谱”
（以下简称图谱）对塔机进行全方位诊断，提前30
天预判隐患，避免事故发生。

多学科融合下的图谱

作为工地上必不可少的装备，轻型塔机的
结构自重可达二三十吨，重型塔机则接近百
吨。由于塔机结构重、体积大，安全隐患多，一
旦发生安全事故，一般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重
大经济损失，所以其一直是建筑施工安全重点
管理设备。

宋世军眼中的图谱是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
息数据、信息科学分析等方法有机结合进行事物
状态描述的一种方法。

“塔机的常规检测是当时当刻的表象检测，
检测结果只对检查的时刻有效。”宋世军说，破
解这一问题首先需要采集数据，其中包括塔机
运行数据、工作环境数据、塔身顶端轨迹数据、
塔机运行远程视频、技术交底、巡检数据、司机
操作视频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对塔机运行状
态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司机操作异常，进而
评估司机技能水平，并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
理，和理论图谱库进行特征匹配，来判断塔机的
结构损伤状态和损伤程度，提出整改建议，通知
相关管理单位，对于严重结构损伤的塔式起重
机进行及时整改处理，可以避免塔式起重机倒
塌等重大安全事故。

一张图谱，千里排险

“上述图谱其实是我们提出的塔式起重机重
大危险源预报警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宋世军表
示，起重诊断中心已经建立了包括理论损伤图谱
和实测图谱的结构损伤图谱库，采集并整理了1.3

万多个损伤图谱。
他表示，数百次实践已经证明，经过对图谱

的分析，他们得出的塔机存在结构性重大隐患
的结论，与专家到现场排查得出的结论是完全
一致的。

监测项目100余个，评估塔机300余台，出具
报告累计1100余份，排查出存在结构隐患的塔机
超过50台。这是起重诊断中心在2020年交出的
成绩单。山东省济南市距离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北部的贺兰县一千多公里。起重诊断中心通
过对远程监控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图谱发
现贺兰县一塔机标准节连接螺栓严重松动。随
后，他们立即告知贺兰县主管部门，第一时间消
除了隐患。

据了解，围绕此项技术，起重诊断中心已经完
成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多项，发表论文60多篇，
获得30余项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20多项，在国
内，山东、北京、上海、广东、贵州、辽宁等近10个省
市的塔机生产和应用单位已经应用了此项技术。
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也有应用。

“塔机CT”远程全方位诊断

可提前30天预判隐患
■ 张之稳

俄开发出抗菌纺织品
■ 涂子怡

根据近日发表在《软体机器人》杂志上的论
文，英国利兹大学“风暴”实验室团队开发了一种

“磁性触手机器人”，直径只有2毫米，大约是圆珠
笔笔尖的两倍，可由患者体外的磁铁引导进入肺
部狭窄的管道。

负责监督这项研究的风暴实验室主任皮埃特
罗·瓦尔达斯特里教授说：“一个2毫米大小的磁
性触手机器人或导管，其形状通过磁性控制以符
合支气管树的解剖结构，可以到达肺的大部分区
域，这将是检查和治疗可能的肺癌和其他肺部疾
病的重要临床工具。”

为减小机器人的尺寸，同时保持运动的可控
性，研究人员用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圆柱形管段制
造了机器人，每个管段直径2毫米，长度约80毫
米。这种材料由柔软的弹性体或橡胶状材料制
成，其中浸渍了微小的磁性颗粒。由于磁性颗粒
的存在，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相互连接的片段可
以进行一定的独立移动。于是，磁性触手机器人
具有了高度灵活性，能够变形，并且小到可以避免
卡在肺部。

直径仅 毫米
磁性机器人可进入最小支气管采样

■ 张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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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
量子比特存储时长创纪录

■ 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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