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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探测
■ 吕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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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苏盼盼

欧洲装置创造
核聚变能输出新纪录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5500万公里，最远接近4亿
公里。如果按照高速公路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速
度走这段距离，分别需要52年和380年才能抵达。
火星这么遥远，我们为啥要进行火星探测？

八大行星中虽然金星、地球和火星理论上来说
无论是位置还是“体质”，都有可能产生生命。

金星的质量是地球的 82%，体积是地球的
87%，重力是地球的90%，各方面跟地球十分接近。
而火星跟地球的差别很大，其质量是地球的11%，体
积是地球的15%，重力是地球的38%。仅从这些指
标看，金星似乎更加适合人类。因此，人类在20世

纪50年代掌握了航天技术后，首先就将金星作为探
测目标之一。

虽然火星大气稀薄，密度不到地球的百分之一，
但表面环境要比金星好太多了，平均气温是零下55
摄氏度，在零下100摄氏度~30摄氏度之间来回变
化。最为重要的是火星上有水。在火星的南北极就
有巨大的水冰干冰混杂的冰盖，水冰主要集中在底
部。除此之外，在火星的地下很可能还有液态的卤
水，即溶解了大量盐分的水，甚至可能有巨大的液态
卤水湖。这让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希望大增。

火星探测都做点啥工作呢？工作内容十分繁
杂，比如绘制火星地图，测量火星大气的组成，测量
火星磁场、在火星土壤取样等等，但都可以总结为下
面三点：第一，探测火星上的生命活动信息，包括火
星上现在的生命信息、过去是否存在过生命、火星生
命生存的条件和环境等；第二，对火星本体科学的研
究，为研究火星积累资料；第三，探讨火星的长期改
造与今后大量移民、建立人类第二个栖息地的前景，
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服务。

2021年5月22日，我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发回
信息，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在火星着路，中国人的火
星探索正大步向前。

新华社伦敦电（记者 郭爽）隶属于英国原子能
管理局的卡勒姆聚变能源中心近日宣布，位于英国
牛津郡的欧洲联合核聚变实验装置（JET）在持续5
秒的核聚变实验中产生总共59兆焦耳的能量，大幅
刷新其此前创造的纪录。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简称ITER计划，由中
国与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七方共同
实施。该计划将在法国南部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托卡
马克装置。托卡马克装置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
受控核聚变的环形装置。JET位于卡勒姆聚变能源
中心，其科学业务由欧洲聚变能源发展联合会负责
运营。它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
被视为ITER的重要试验台。

在实验过程中，甜甜圈形状的JET将氢的同位
素组成的气体加热到1.5亿摄氏度，并利用磁场将其
形成的高温等离子体约束在装置中。在高温高压条
件下，氢的同位素聚变生成氦，以中子的形式释放能
量。为了打破能量纪录，本次实验使用了氢的两种
同位素氘和氚组成的混合燃料。“氘氚聚变”产生的
中子远多于单纯的氘聚变，会增加能量释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安妮·怀
特评价说，这项实验是近20年工作的成果，对帮助预
测、指导ITER的运行十分重要。

核聚变反应有望为人类提供近乎无限的清洁能
源，对于解决全球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本次实验的
成功朝着未来利用核聚变能又迈出一步。英国原子
能管理局首席执行官伊恩·查普曼说：“很明显，我们
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来应对气候变化，而核聚变提供
了如此巨大的潜力。”

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健儿穿着的“战衣”是冬奥赛场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无论是在冰面上翩
翩起舞，还是在雪道上飞速疾驰，冬奥赛服不仅要在功能上保障这些不同场景的需求，还要在外
观上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和美感，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快快、、护护、、暖暖、、美美

北京冬奥会服装有点北京冬奥会服装有点““ ””
■ 何 亮

新材料打造完美冬奥“战衣”

冬季比赛服装项目总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刘莉说，
冬奥赛服要实现竞速类项目服装、防护材料及装备、耐低温保
障材料及技巧类项目服装4类产品创新。“为提升运动员的竞
技速度，竞速类项目服装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减阻。”

“对于运动员来说，0.01秒就可能决定比赛胜负。”刘莉
表示，针对竞速类项目比赛服的综合减阻问题，冬季比赛服
装项目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和测试了150多种面料的基
础性能，最终自主研发出减阻面料，设计出减阻结构，并为每
一位运动员量身定制出“战衣”。

在高速状态下完成穿越旗门或其他比赛规定动作时，肩
部、大腿、肋下的软组织极易受伤。刘莉表示，为在保全速度
的同时，利用服装性能避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受伤，他们
为不同项目设计了个性化解决方案。团队设计的高山滑雪
训练防护服，拥有采用新型柱状阵列式抗冲击结构和新型吸
能缓震材料制成的垫片、护片、背夹等护具，可减少高山滑雪
运动员穿越旗门时的抽打伤害。在短道速滑比赛服上，团队
使用新型的高弹防切割面料，将单向防切割升级为双向，在
保持弹性的基础上，防切割性能提高了20%—30%，给运动
员提供了全方位的防护。

为了解决体感温度低这一痛点，刘莉团队在服装保暖性能方
面持续发力，研发出具有纵向变密度结构的微纳米纤维保暖絮片、
导湿快干的吸湿发热纤维海绵等新材料，提升了纤维保暖率。他
们还将加热膜和线植入训练服装中，通过主动加热技术保障穿着
人员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下可持续训练8小时以上。

聚热棉与防水绒让服装有风度、温度

轻便保暖、美观舒适，是冬奥服装研发的题中之义。安
踏体育奥运事业部总经理谢春龙介绍，为了应对冬季里复杂
多样的工作环境，帮助所有参与者御寒保暖，安踏自主研发
出两大面料科技——炽热科技和防水透湿科技，实现了冬奥
服装在轻薄和保暖两大性能上的最优解。

炽热科技使用了拥有中国专利技术的新型保暖材料聚
热棉，通过锁住热量，有效防止人体热量流失，实现冬奥服装
在严寒环境中的超强保暖。通过独特立体复合型结构设计，
聚热棉拥有了光蓄热性能，热量流失阻隔效果提升约20%，
能够瞬间升温和持久蓄热。

另外，防水透湿科技采用的防水超级鹅绒则附着纳米级
保护层，使得大朵鹅绒的蓬松度相较普通羽绒提升了约
30%，让服装更轻量化，在受压后也能够迅速恢复蓬态，而且
纳米级保护层能让服装有效拒水防潮、稳定高效保暖。

此外，冬奥服装内里使用了热反射类型面料，通过反射
人体自身长波段热量，辅助升温保暖，有效维护整套装备稳
定的热态内循环。

让冬奥装备走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体育科技的发展，专业竞技对装备的要求很高。事
实上，冬奥“战衣”的研发只是中国体育装备科技实力不断跃
升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国产“吨
位级”举重鞋大放异彩，为中国代表队夺得七金一银的好成
绩；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名为“雷霆之星”的国产短道速
滑服，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轻的比赛服，更是助力武大靖一
举夺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项目冠军。

如今，科技硬实力不仅让中国运动健儿在重大国际赛事中
能穿上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专业服装，而且这些科技成果大多已
进入了人们生活。比如，安踏已经将冬奥制服“同款”炽热科技
应用到2021年11月上市的“中国冰雪系列”服装中，包括超级羽
绒服、滑雪服及配件产品和儿童产品，普通消费者不仅可以买到
冬奥级别的御寒服装，还能享受专业装备带来的冬季运动体验。

“冬季运动与训练比赛高性能服装研发关键技术”项目
总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刘莉曾对记者表示，除了服务
国家队在冰雪赛场上争金夺银，团队还希望将为北京冬奥会
研发的高水平科技装备，推广到大众运动的服饰领域中，推
动“三亿人上冰雪”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让冬奥科技装备走
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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