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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交通运输行业风险管控系统
一季度解除风险6万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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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卫星的归宿
“墓地轨道”

巴南区科协、区科技局
召开2022年科技工作会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旖）日前，巴南区科
协、区科技局召开2022年度科技工作座谈
会，围绕贯彻落实巴南区“三会”精神，认真
研究谋划重点事项工作思路和落实举措。

座谈会上，区科协、区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分别对2022年的工作要点进行了说明和
解读，并围绕“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人才工
作”等方面提出了合作意向和设想。巴南
区科协负责人表示，区科协与区科技局都
是涉科部门，双方要积极配合、通力合作，
在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创新生态涵养、产学研协同创新、科学
普及、科技人才服务等方面优化工作模式，
争取更大的合作空间。

涪陵区建立科技社团
和企事业科协评价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周峰宇）日前，涪陵
区科协研究制订了《涪陵区科技社团和企
事业科协工作评价办法》，主要包含三方面
内容。

首先是设计15个具体指标，就组织建
设、日常工作和创新亮点进行量化评价，总
分值120分。其次是在每年12月初开展科
技社团和企事业科协自评，区科协按照

“听、看、查、访”等方式进行抽查核实后，综
合评定评价等级。最后，对合格等级以上
的，按5000、3000、2000元的不同额度下达
《科技社团和企事业科协日常工作运行》项
目，解决日常运行成本问题。对评价分值
低于80分且位于后3名的，由区科协发出
整改通知直至劝其退出科协系统。

万州区科协参与
社区核酸检测应急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宇航）万州区科协
近日参与了一场在救兵城社区电信广场开
展的区域核酸检测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采用真采、真检模式，按照低
风险10人混采标准进行。采样点设置入
口、测温扫码区、信息登记区、临时隔离区、
缓冲区、采样区、医疗垃圾暂存区、出口等
功能性区域。采样单元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职责清晰。演练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手持小喇叭喊话附近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指引居民分时段有序到达指定地点，避免
出现聚集扎堆、长时间排队等候等现象。
医护人员还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主动上门
采样。演练中，约300名居民免费接受了核
酸检测。

危险的空间碎片

从某种角度来讲，失效卫星属于“太空垃圾”，也就是
空间碎片之一。在联合国相关委员会的定义中，空间碎
片包括完成任务的火箭箭体和卫星本体、火箭喷射物、空
间物体碰撞产生的碎块，甚至还有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
遗失的手套和工具等物品。

可以说，地球如今正被一张细密的“垃圾网”裹挟
着。这些“垃圾”的尺寸，小的尚不如一粒药片，大的堪比
一辆公交车。它们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平均速度是子弹
的20倍。所以，哪怕是小碎片也具备极大的动能，一旦
撞上航天器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更别说大如卫星的空
间碎片了。

随着航天发射的日益频繁，空间碎片也在不断增
多。假设近地轨道是一条高速公路，那么现在这条公路
上正充斥着各种报废车辆、交通事故残片等。如果不采
取措施，数十年后各种碎片数量将达到链式撞击效应的
临界值，之后近地轨道将变得彻底不可用。

那么，有什么办法清理这些空间碎片或者“太空垃
圾”吗？

“火葬”与“天葬”

“太空垃圾”和地球垃圾一样，也需要分类处理。
对于规模较小的冲击损害，可以采用在航天器外表

安装防护装置的方式加以保护。但这层“防护铠甲”会增
加航天器重量，导致发射成本大幅增加。所以，目前国际
上多采用跟踪观测空间碎片的方式，一旦碰撞概率达到
预警值，就让航天器执行规避动作。

对于卫星级大碎片的处理，航天界普遍认同的是“火
葬”与“天葬”的处理方式。

太空中没有氧气，所谓“火葬”并不是真的点火将这
些失效的飞船或卫星焚烧掉，而是让这些较大空间碎片
减速下降，落向地球。在下落的过程中，这些碎片会与地
球大气层剧烈摩擦，产生极高的温度，从而被烧蚀殆尽。

“火葬”对于距地面400公里左右的较大空间碎片来说具
有可执行性，但是对于远在3.6万公里之外的地球同步卫
星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人们又想到了“天葬”，也
就是将卫星送入太空中的“墓地轨道”。

“墓地轨道”的位置

“墓地轨道”，也叫“坟场轨道”“弃星轨道”。究其意
义，代表着卫星的归宿。

确切地说，“墓地轨道”是位于地球上方较远处的一
条卫星运行轨道。它的位置大概在3.6万公里处的地球
静止轨道往上300多公里处，也就是比运行中的远地卫
星还高300多公里，离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就更远了。这
就保证了“墓地轨道”长期处于一个安全高度。

众所周知，适合卫星运行的轨道属于稀缺资源，如果
放任失效卫星一直留在原处，那轨道资源就会更加紧
张。所以将失效卫星送入处于安全高度的“墓地轨道”实
行“天葬”，既能避免大型空间碎片对正常轨道上运行的
卫星构成威胁，也能为其他卫星腾出宝贵的轨道资源。

另外，将地球同步卫星拖入“墓地轨道”仅需要11m/s
的速度增量，而脱离轨道需要1500m/s的速度增量，因此

“天葬”比“火葬”更省推进剂。
进入“墓地轨

道”的卫星将会在
这个高度继续绕行
地球数百年。到那
时，人类应该有更
好的办法彻底处理
这些空间碎片。

（本报综合）

近日，两江新区交通运输管理中心举办2022年第一
期、第二期交通运输行业风险管控系统“交运安”平台操
作线上培训。辖区330余家道路客运、货运、维修、驾培
和水运企业系统管理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指导企业风险管控系统管理人员熟
练运用“交运安”平台，消除风控系统中存在的各项风险
隐患，提高整个风险管控系统使用成效，从而进一步提升
两江新区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交通运输行业风险管控系统是两江新区交通运输管

理中心重点建设的安全监管信息化项目，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构建起规范、高效的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快推进
行业到企业安全风险监管体系建设、应用及管理，切实推
动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防范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该系统2017年建成并正式运行。今年第一季度，两
江新区通过风险管控系统实施监管，为200余家交通运
输规模以上企业消除隐患3349条、解除风险63188次，对
于提升行业事故防控能力、巩固行业安全稳定形势发挥
了重大作用。 （重庆市交通局供稿）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中国实践21号卫星成功捕获了一枚失
效的北斗2号G2卫星，并将其拖到了“墓地轨道”。随后，实践
21号卫星又自行回到地球静止轨道上，成功完成了一次“空间碎
片减缓技术”实验过程。看到这条新闻的读者不免好奇，什么是
空间碎片？“墓地轨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本报讯（通讯员 王林露）“小朋友
们，土壤变黄色了说明呈酸性，适合辣椒
的种植……”近日，九龙坡区科协联合谢
家湾街道劳动三村社区开展“共建绿色小
菜园——农时科普”活动。6名科技志愿者
和谢家湾幼儿园30余名小朋友一起动手，
种植辣椒、茄子、格桑花。

志愿者们首先从天气、温度、光照、土
壤等方面向小朋友们讲解科学种植知识，
随后手把手地带领小朋友们除草松土、种
植幼苗、播撒种子等，同时还引导小朋友们
养成节约粮食的习惯。接下来，区科协将
与社区共育科普实践区域的绿色小菜园，
定期组织小朋友们参与实践，并向小朋友
们实时展示幼苗的生长情况。

九龙坡区科协开展
农时科普进社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