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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点

据新华社电（记者 胡喆）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

月 2 日 7 时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3000牛发动机开机工作20秒，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

正，继续飞向火星。

截至第一次轨道修正前，“天问一号”已飞行 9 天 17 个

小时，距离地球超过 300 万公里，探测器各系统状态良好。

此次 3000 牛发动机点火，在完成轨道修正的同时，验证了

发动机在轨的实际性能。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历深空机动和数次中

途修正，奔火飞行6个多月后抵达火星附近，通过制动被火

星引力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陆火星的准备和科学探

测等工作。

月亮何时最圆？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十五的月亮十

六圆”。但是在庚子鼠年的农历六月里，十五的月亮却是

“十四圆”，最圆时刻出现在8月3日23时59分。

天文专家表示，“十五的月亮十四圆”这种现象比较罕

见。21世纪这100年中，这种情况仅会出现6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

说，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这时被称为“新月”，也

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称

为“满月”，也叫“望”。

在21世纪的这100年中，“满月”出现在农历的十七、十

六、十五和十四的次数统计结果显示，出现“满月”的次数共

1241 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有 579 次；其

次是农历十五，有 468 次；再次是农历十七，有 188 次；次数

最少的是农历十四，仅有6次。

盛夏之夜，如果天气晴好，不妨在8月3日晚“仰望苍穹

里，招手邀圆月”。 □ 据央视

据新华社电（记者 胡喆）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国

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深空探测总体部部长耿言介

绍，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过程中，探测器会受到入轨偏差、

控制精度偏差等因素影响。由于探测器长时间处于无动力

飞行，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逐渐累积和放大。

因此，执行飞行任务时，科研人员需要根据测控系统

测定的探测器实际飞行轨道与设计轨道之间的偏差，完

成对应的探测器姿态和轨道控制，确保探测器始终飞行

在预定的轨道上。中途轨道修正的关键在于修正时机的

选择以及每次修正的实施精度。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环绕器技术副总负责

人朱庆华介绍：“现在很多汽车都具有车道保持功能，如

果车偏离了自己的车道，就会自动修正方向，让车回到原

本的车道上来。火星探测器的轨道修正与之类似，但不

同的是火星探测器要修正的不仅仅是飞行方向，还有飞

行速度等多个变量。而在茫茫太空，探测器也没有道路

标线作为参照物，因此难度很大。”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火星探测器首

次中途轨道修正任务由五院和八院密切配合实施。此

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精准地将火星探测器送入了预

定轨道，使得这次轨道控制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入轨精

度修正。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型号总师兰晓辉说：“3000 牛轨

控发动机主要承担着三项任务，一是太阳系‘三环’转移

到‘四环’过程中的姿态修正，二是‘四环’上的‘刹车制

动’，三是火星附近的轨道调整。”

□ 相关新闻：

“天问一号”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

100年仅出现6次，今夜“十五的月亮十四圆”

天问一号
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

这是8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现场画面。

□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走出山林奔小康
——鄂温克族迎来新生活

盛夏时节，大兴安岭腹地草木繁盛。穿

过层层叠叠的青松白桦，一排排褐色双层木

屋映入眼帘。屋外，老人惬意喝茶；屋内，妇

女们烤列巴、做鹿皮画——这里是内蒙古敖

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鄂温克人下

山定居，过上现代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从原始狩猎到转型旅游，从离群索居到文

化交流，鄂温克族的沧桑巨变，成为各民族携

手前行的缩影，在奔向小康的征程中留下精彩

篇章。

走出山林，拥抱新生活
提起曾经的日子，79 岁的中妮浩老人用

鄂温克语喃喃回忆：“住在山上，经常没有粮

食吃，冬天连条秋裤都没有。”

1958年，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第一个鄂温

克族乡在额尔古纳市成立，猎民们的生活开

始与现代接轨。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化，鄂

温克猎民沿袭多年的游猎方式，已经无法跟

上时代的步伐。

2003 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将鄂温

克猎民的定居点南迁至根河市附近。

62户、200多名猎民告别山林，搬到了新

居点。等待他们的，是每家独栋的现代化双

层木屋。屋内集中供暖，做饭可用液化气。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台一

项项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

级各方着力解决鄂温克猎民吃饭难、上学难、

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

发扶贫。

“搬下山后的生活超乎想象的好。”鄂温

克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房子是国

家盖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都方便了；离城市更近，就业渠道也

拓宽了，家家户户收入可观，开上了小汽车。

绿色转型，迎来新契机
过去，鄂温克人用皮毛产品以物易物，

如今，网络销售、电子支付等已成寻常。一

些头脑灵活的鄂温克人勇闯商海，很多人当

上了“老总”。

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和民族文化特点，

不少鄂温克族人投身旅游业，寻求古老民族

绿色转型。

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的松林深处，盛

夏的骄阳穿过嫩绿的枝叶间隙，投下斑驳光

影，鄂温克族青年古木森正在熏烟，为驯鹿

群驱赶蚊虫。

在山林中的驯鹿放养点，与过去不同。

现在的驯鹿放养点，同时还是旅游景点。眼

下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好几拨游客到访。

古木森说：“靠着卖门票和鹿茸、手工艺品

等，现在每天能收入 1000 多元。”

“走出山林后，很多人曾担忧鄂温克人再

也没法养驯鹿了。”根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

兰说，为实现猎民生产生活的转型，根河市投

入 1 亿多元，充分利用独有的驯鹿文化和自

然优势，全力打造旅游业。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