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15年，
中国深空探测将
在月球探测、行星
探测、运载技术等
三个领域，论证实
施 十 大 工 程 任
务。”10月22日在
安徽合肥召开的
中国科协年会主
论坛上，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深
空探测实验室主
任兼首席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伟仁在报告中
介绍了中国深空
探测未来15年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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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总设计师公布未来15年
中国深空探测十大工程

我国首次计划实施
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他介绍，在月球探测领域，
我国将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包括
嫦娥六、七、八号任务，将在月球
南极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明年计划发射嫦娥六号，实现国
际 首 次 月 球 背 面 自 动 采 样 返
回。2026年前后，还将发射嫦娥
七号，着陆在月球南极，通过环
绕、巡视和飞跃探测，开展资源
和环境详查。此外，还将实施嫦
娥八号任务，开展月球资源原位
利用等新技术试验。

二 是 建 设 国 际 月 球 科 研
站。它由中国提出、联合多国共
同建设，在月球表面与月球轨道
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
可扩展、可维护的综合性科学实
验设施。

三是实施载人登月。目前
正在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实施
方案深化论证，计划 2030 年前

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四是研制建设鹊桥通导遥

综合星座系统。作为其先导验
证卫星的天都一号、天都二号
两颗卫星，将在明年 1 月初从合
肥深空探测实验室总部出厂，
随后搭载鹊桥二号中继星实施
发射。

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计划
开展五大工程。一是将实施天
问二号小行星采样探测任务。
实现对特定目标小行星的采样
返回，并对一颗主带彗星进行绕
飞探测。

二是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
任务。“针对近地小行星撞击地
球这一极小概率、极大危害事
件，我们将对一颗数千万公里的
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使其改变
运行轨道，并在轨开展撞击效果
评估，实现‘撞得准，推得动，测

得出，说得清’。”吴伟仁说。
三是发射天问三号火星采

样探测器。中国科学家将实现
火星采样返回，使我国有望成为
首个获得火星样品的国家。

四是开展木星系及行星际
穿越探测，实现木星系环绕和天
王星到达，深化人类对木星系和
行星际的科学认知。

五 是 开 展 太 阳 系 边 际 探
测。计划发射新型航天器，在本
世纪中叶飞抵 100 个天文单位
的太阳系边际。

吴伟仁说：“在运载领域，我
国将论证实施重型运载火箭工
程，突破10米级箭体直径、大推
力液氧甲烷发动机等关键技术，
使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由 25
吨级提升至150吨级，为未来深
空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据《科技日报》

驰骋绿茵场，追梦少年“足”
伊力特第五届足协杯阿瑞斯少儿足球邀请赛燃情开赛

此次比赛为 5 人制足球赛，
共12支参赛球队，比赛采取淘汰
制，共 24 场比赛。参赛运动员
216人，教练员、裁判员50人，由
前国家级裁判员郭峰担任本次
赛事的裁判长。

金城的清晨，轻风拂面，微
感凉意。当朝阳照耀赛场，元气
满满的参赛小球员们个个热情
饱满地走进赛场，来自兰州市各
小学的共12支球队，200余位球
员齐聚赛场，同场竞技逐梦青
春。

为满足青少年足球运动的
需求以及圆满举办本次足球邀
请赛，甘肃伊力特品牌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给予本次赛事全程冠
名赞助，在兰州市足球运动协

会、阿瑞斯足球俱乐部、甘肃胜
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大沙坪小
学等各方大力支持下开幕。

本次赛事以“英雄少年，逐梦
青春”为主题，是兰州市足球运动
协会针对青少年高水平、精英球
队的比赛，今年是第五届赛事。
赛事的使命是为少儿球员搭建参
与联赛机制的高水平比赛平台。
通过比赛，让青少年在运动中感
受足球文化内涵，感知足球竞技
魅力，感觉团队协作力量。同时，
通过比赛将青少年体育从学校延
伸至社会甚至各个家庭，营造

“家、校、社”协同共育氛围，全方
位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少
儿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未
来，希望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球队

参与到赛事中来，让足协杯少儿
足球邀请赛成为足球少年们梦想
参加的足球比赛。

本次赛事获得前3名的球队
将由兰州市足球运动协会、阿瑞
斯足球俱乐部共同颁发获奖奖
杯，4—12 名颁发鼓励奖优胜奖
牌。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夏苗

用人造飞行器高速撞击小行星模拟图。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图片

10月21日9时，由兰州市足球运动协会和阿瑞斯足球俱
乐部共同主办，甘肃伊力特品牌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冠名赞
助的兰州市足协杯阿瑞斯少儿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市大沙坪小
学开幕，一场旨在促进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的赛事正式开启。

我国针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首个国家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
范》国家标准（GB／T 43153－2023）近日发布实施，将为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内容、服务组织条件及相关流程要求等提供
基本指引，是我国针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首个国家标准。
这是记者20日从民政部举行的2023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其中绝大多数老年
人选择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巨大，规范开展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是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生
活品质的迫切需要。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是在全面总结各地
实践做法和已有标准成果基础上，适应老年人需求和居家养
老服务发展需要编制而成的。

其中，“总体要求”明确了服务组织、服务人员所应具备的
基本条件和服务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包括生活照
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家庭
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等7项服务，涵盖了居家养老所需的主
要专业化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明确了从咨询接待、老年人能
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到服务实施等一系列程序性
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明确了服务评价形式及对评价发现
问题改进反馈的要求。

重阳节的“数字密码”

“九日黄花酒，登高
会昔闻。”10月23日，农
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农历九月初九缘何是重
阳？其中蕴含着怎样的

“数字密码”？
历史学者、天津社

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数字文化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重
视数字含义有着悠久的
历史。“古人造字以纪
数，起于一，极于九”，而
且在古老的阴阳观念
中，偶数代表阴，奇数代表阳，“九”是奇数中最大的阳数。

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月、日皆逢九，两个最大的阳数重
叠一起，故曰“重阳”，也叫“重九”，且“九”“久”谐音。据汉代
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载，当年的九月九日已有“佩茱萸，食
蓬饵，饮菊花酒”的习俗，秋菊傲霜，用以浸酒，可“辅体延
年”。加之“久”“酒”亦为谐音，重阳饮菊花酒遂流传至今。
后又兴起登高习俗，目的也是祈福添寿。

作为阳数之极，“九”又被称“极阳”或“老阳”，这就与老
人联系起来。“九九”与“久久”谐音，寓意老人健康长寿。

同重阳节一样，我国很多传统节日均为“重日”，如正月
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等，古人曾赋予
这些“重日”许多故事和内涵，某种意义上也是解读中华传统
文化的“数字密码”。 据新华社天津10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