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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董瑞丰）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赵刚团队及国际合作者的一项最新研
究发现，类太阳恒星普遍可以产生锂元素。相关论文
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

在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电池中常见的锂，是目
前已知在宇宙大爆炸中最早产生的元素之一。对锂
元素的研究是宇宙和恒星演化的重要课题。

尽管锂元素诞生很早，但天文学家曾认为，它会
在恒星中逐渐消失。例如，太阳和地球中所有元素的
组成都相似，且被认为是几乎同时形成，但太阳中的
锂含量却比地球中的锂含量低100倍。

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人类陆续发现一些类太阳

恒星大气中的锂含量非常高，在某些情况下比理论模
型预测高出10万倍。“异常”升高的锂含量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天文学家。

借助银河考古项目、郭守敬望远镜和盖亚天文卫
星等提供的巡天数据，上述研究团队发现，类太阳恒
星经过氦闪后锂含量异常升高的现象极为普遍，并由
此提出类太阳恒星普遍产生锂元素的机制。

氦闪是类太阳恒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恒
星演化晚期，其核心不断积累氦元素，并导致温度和
压力持续上升，这个巨大的氦核最终被点燃，发生剧
烈失控的核燃烧，就像在恒星内部引爆一颗原子弹，
几分钟内释放出相当于整个银河系的能量。

科研人员观测发现，这些恒星的锂含量平均高出
理论预测值200多倍，表明类太阳恒星通过氦闪产生
了新的锂元素。由于氦闪是类太阳恒星演化过程中
必然会经历的过程，科研人员推断，类太阳恒星经过
氦闪后普遍会产生锂元素。

此外，该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来鉴别被称
为“富锂巨星”的天体。按照这个标准，人们在过去40
年间所发现的富锂巨星可能只是宇宙中的冰山一角。

赵刚说，郭守敬望远镜的数据在鉴别氦闪恒星的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研究的关键是了解
锂在氦闪和混合机制之间的核聚变，这里依然包含着
很多未解之谜。

新发现认为类太阳恒星普遍可产生锂元素

出发吧，向着火星！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启航

新华社记者 胡喆 王琳琳 周旋

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正式开启
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我们为什么要探测火
星？在去往火星的征途上要历经哪些考验？面对前
所未有的任务挑战，中国航天人依靠什么力量创造
出新的成绩？跨越2300多年的“向天之问”，如今终
于迈出关键一步。

探索新高度
天问正式启航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表示，探测和
研究火星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人类对宇宙的科
学认知，拓展和延伸人类活动空间，从而推动人
类文明可持续发展。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起步虽晚，但起点
高、跨越大，从立项伊始就瞄准当前世界先进水
平确定任务目标，明确提出在国际上首次通过一
次发射，完成“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三大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领域专家
介绍，由该院抓总研制的火星探测器，包括环绕
器和着陆巡视器，其中着陆巡视器又由进入舱和
火星车组成，进入舱计划完成火星进入、下降和
着陆任务，火星车配置了多种科学载荷，在着陆
区开展巡视探测。

从地球到火星最遥远的距离大约4亿公里，
这么远距离的通信对于火星探测器研制团队而
言可谓难上加难。

经过四年多艰苦攻关，研制团队按节点顺利
完成了探测器的模样研制、初样研制、正样研制、
大系统对接试验等工作，为探测器飞越深空到达
火星提供了坚强支撑。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副总指挥、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表示，通过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实施，我国将验证火星制动捕
获、进入/下降/着陆、长期自主管理、远距离测控
通信、火星表面巡视等关键技术，为建立独立自
主的深空探测基础工程体系夯实基础，推动我国
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火星探测将是中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是
深空探测领域从月球到行星的发展历程中承前
启后的关键环节，也是未来迈向更远深空的必由
之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探测
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飞出新速度
“胖五”正式服役

从2007年首次探访月球起，我国深空探测已
走过13年时光，但一直没有对太阳系内的其他行
星开展过探测，主要原因就是受到火箭运载能力
的限制。

根据发射任务要求，长征五号遥四火箭将托
举探测器加速到超过11.2千米每秒的速度，之后
完成分离，直接将探测器送入地火转移轨道，开
启奔向火星的旅程。

当航天器达到每秒11.2千米的第二宇宙速度
时，就可以完全摆脱地球引力，去往太阳系内的
其他行星或者小行星。因此，第二宇宙速度也被
称为“逃逸速度”。

“此次发射火星探测器，是长征五号火箭首
次达到并超过第二宇宙速度，飞出了我国运载火
箭的最快速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
号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说。

此前，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和长征五号B遥一
火箭连续发射成功，标志着长征五号火箭已经攻
克关键技术瓶颈，火箭各系统的正确性、协调性
得到了充分验证，火箭可靠性水平进一步提升。

“此次执行应用性发射任务，意味着长征五
号火箭正式开始服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说。

从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到摆脱地
球引力，走向更远的深空，此次发射无疑是中国
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航天领域，我们经常讲，一次成功不等于
次次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在王珏眼中，承载
着使命和光荣的“胖五”火箭，就像他的兄弟一般
亲切和熟悉。各方都对“胖五”寄予厚望，“胖五”
正式上岗，也意味着更多新的挑战。

作为决定未来中国航天发展格局的型号，长征
五号是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作为我国新一
代运载火箭的主力，长征五号的运载能力也将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游戏规则，高轨卫星一箭多星的时代
正在到来。此外，长征五号的关键技术对于支撑我
国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大火箭’
时代已经来临，中国航天将开启新的篇章。”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院长王小军说。

贡献新力度
航天永不止步

前仆后继，吾道不孤。
面对条件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创新始终是

中国航天人不断取得成功的胜利密码。中国航
天人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
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
局长张克俭表示，在整个火星探测过程中，会遇
到很多困难与问题，甚至茶不思饭不想，非常痛
苦。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很难完成挑战。

“正因为有了‘专业精神，科学态度来解决问
题；坚韧不拔，潜心钻研去工作’这种精神文化，
才能克服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难题，达到今天的状
态。”张克俭说。

这期间，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
守、无私付出，他们的力量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
向前。这期间，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
守、无私付出，他们的力量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
向前。是他们，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做含
泪奔跑的强者。是他们，面对重重难关，却总说

“越是难走的路越要走一走”。是他们，把简单的
事情做好，在平凡岗位上干不平凡的事业。当科
学家、宇航员是无数孩子的梦想，航天发射无疑
是打开梦想之门的一把钥匙。也许未来中国航
天的领军人物，也会守在电视前、守在手机上，等
待着“胖五”托举火星探测器升空的那一刻。

按照计划，长征五号遥五火箭也将在2020
年实施发射，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
轨道，完成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2021年
一季度，长征五号B火箭将再次出征，执行空间
站核心舱的发射任务。

“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奋起直追中磨砺，不
管条件如何变化，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
气不能丢。我坚信，中国航天的舞台必将更加宽
广，我们探索宇宙的步伐永不停歇。”见证并参与
了我国多次重大航天发射任务的航天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龙乐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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