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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學家將來華申借嫦五月壤
首次國際借用評審會議26日舉行 來自美國航天局和四大學人員陳述研究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品首

次國際借用評審會議，將於4月26日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南望山

校區舉行。屆時，預計有來自六個國家的10位科學家陳述其關於月球

樣品的研究計劃，其中有五位科學家來自美國航天局（NASA）和美國

的四所大學。中國國家航天局網站英文版公布了上述評審會的通知以

及申請科學家名單。這次評審會的前一日，中國還將召開面向國內的

第七次月球科研樣品借用申請評審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12日，「科創中國」成果轉化2024年「百
個基地 百場路演」行動啟動儀式暨生物醫
藥與大健康領域「科創下午茶」活動在廣
州舉辦，五個醫藥大健康類項目現場簽約
金額超2,3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科創中國」成果轉化基地負責人表
示，此次活動計劃2024年通過聯動96個成
果轉化基地圍繞結對交流、項目路演、案
例分享、資源撮合等方面全年常態化開展
不少於100場活動，促成轉化和交易金額不
少於120億元。
活動期間，五個在生物醫藥大健康領域
表現優秀並成功對接落地的項目成功簽
約，成果轉化交易金額超過2,300萬元，分
別是：磷脂DEPC藥用輔料開發及產業化、
國產手性色譜分離材料成果轉化服務等。
四個生物醫藥科技創新項目參與本次路演
環節，採用項目分享+現場交流的形式，展
示項目發展成果。
據悉，「科創中國」成果轉化基地2023

年全年已組織各類交流對接活動167場，轉
化落地項目約1,625項，轉化落地金額超
91.67億元。
對此，廣州市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會會長
張旭表示，促進會作為廣州市科協的團體
會員單位，專業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已經七
個年頭，「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我
們也充分認識到合作和創新的重要性，未
來科研領域的發展趨勢一定是合作共
贏。」
作為一家致力於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生態
服務的企業，廣東軍融科創科技有限公司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需要不斷吸收新鮮
血液，汲取行業前沿的智慧和經驗，搭建
產業生態合作平台，不斷提升服務能力。
「廣州市科協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讓企
業可以突破行業界限，實現跨領域、多維
度的創新融合。」廣東軍融科創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陳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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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國務院總理
李強邀請，德國總理朔爾茨將於4月14日至16
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介紹了朔爾茨總理此訪有
關安排。
「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

他會見，李強總理將同他會談，就雙邊關係和共
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毛寧說。
毛寧說，建交半個多世紀來，中德關係保持高
水平發展，兩國高層交往密切，務實合作持續深
化。中方始終視德方為合作共贏的重要夥伴，支
持德國在歐洲和全球發揮更加重要作用。中德從
彼此發展中獲益，惠及兩國人民，同時引領中歐
關係行穩致遠，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
毛寧說，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10周年。中方願同德方以此訪為契機，增進理
解信任，深化務實合作，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共贏、求同存異的原則，推動中德關係
取得更大發展，共同為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更大

貢獻。

歐洲迫切需要穩定經濟和市場信心
另據中通社報道，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

易學院副教授劉春生12日接受採訪時指出，中
國是德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朔爾茨訪華的重點在
於加強經貿領域合作。
劉春生說，經過去年一年的調整，中國經濟今
年開局的勢頭非常不錯，3月份中國製造業PMI
升至50.8%，呈現欣欣向榮的態勢。而當前受地
緣政治等因素影響，歐洲除了經濟復甦乏力外，
還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全球投資對歐洲市
場相對謹慎，歐洲迫切需要穩定經濟和市場信
心。
這也是朔爾茨在德國去年出台首部「對華戰

略」後首次對華訪問。該戰略文件強調對華「去
風險」，在對華定位上，沿用歐盟提出的三重定
位，視中國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
手」。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次朔爾茨訪華能否取

得成果？
劉春生認為，一定會取得成果。德國對華策略

與美國不同。對德國而言，中國有巨大的發展前
景。而對中國來說，德國也是值得爭取的經貿合
作夥伴，將朋友變多，中國經濟增長才有比較平
穩的環境。中德雙方在汽車、高端裝備製造行業
以及環保等領域都存在非常廣闊的合作空間。
近期，國際社會掀起高官訪華熱潮，從美國財

政部長耶倫訪華，再到德國總理，這些凸顯各國
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尋求經濟合作也是重中
之重。
劉春生也指出，訪華潮一方面反映出無論是地

緣政治方面，還是經濟發展合作，各國都在爭取
中國支持，這些都促成各國領導人和高官訪華。
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增長
的重要引擎。今年，中國設定了5%左右的經濟
增長預期目標，這也將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
獻。各國對此也有所期待，希望能與中國合作，
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德國總理朔爾茨周日訪華 專家：加強經貿領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11
日18時，伴隨着歡快熱鬧的民族歌舞表演，位
於新疆烏魯木齊市城南的新疆國際大巴扎步行街
正式「開街」。來自野馬集團的三匹汗血寶馬在
馴馬師的引導下，或噴鼻鳴叫、或馬首高揚、或
屈膝施禮，引得現場遊客不斷高呼、鼓掌，並紛
紛追趕着圍觀這些汗血寶馬在大巴扎景區巡遊、
展示。
「這些馬太可愛、太帥了！」住在周邊山西巷

子的市民阿拉姆汗說。她帶着兩歲半的兒子來大
巴扎玩，沒想到趕上了汗血寶馬的表演。「還是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欣賞汗血寶馬，心情很激

動！」
野馬文旅集團市場總監鞏潔表示，這次帶着汗

血馬走進大巴扎步行街表演，希望通過在景區與
遊客互動，讓更多遊客了解新疆馬文化，「以馬
為媒」吸引更多遊客來新疆旅遊、觀光。
當日，烏魯木齊市文化和旅遊局（市文物局）

正式亮出「烏魯木齊 馬上旅遊」文旅品牌。未
來將圍繞馬產業的發展，開發「馬上旅遊」文旅
產品，舉辦草原賽馬、叼羊、姑娘追、馬戲表演
等活動。烏魯木齊市下屬的烏魯木齊縣也將推出
私人定製「騎馬遊」，串聯南山周邊各知名景
區，開發專屬騎馬旅遊線路，並通過景區遊覽、

馬匹展示活動、鈴兒叮噹、草原奔騰、盛裝馬
秀、快樂馬戲等文旅產品，吸引疆內外遊客走進
大美新疆、玩轉烏魯木齊。

新疆國際大巴扎步行街開街 汗血寶馬昂首迎客

◆烏魯木齊大巴扎步行街開街活動，現場有汗血馬
展示，與遊客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 攝

嫦娥五號是中國首個無人月球採樣
返回任務，也是當前世界單次採

樣量最大的無人月球採樣任務，共帶回
1,731克月球樣品。自2021年以來，中
國國家航天局已組織六輪嫦娥五號樣品
申請，向中國的研究機構和高校分發了
250多份樣品，總重量達77.68克。此
後，中國宣布嫦娥五號月球科研樣品即
將面向國際開放申請，歡迎各國科學家
共同研究，共享成果。2023年8月，中
國公布《月球樣品及科學數據國際合作
管理細則》，對外國科學家申請流程等
加以明確和規範。

被認為是取得的「最年輕月壤」
中國通過嫦娥五號任務取回的月球樣
本，與此前美國等國家取回的月球樣本
有較大差異，被認為是當前人類取得的
「最年輕月壤」，備受全球科學界關注。
據外媒報道，NASA的一封內部郵件稱，
嫦娥五號樣本來自NASA尚未採樣的月
球區域，預計將為月球地質歷史提供有
價值的新科學見解，這將為地月系統提
供新的了解，並可能為 NASA 未來的月
球探測計劃提供信息。美國申請嫦娥五
號月球樣本將確保美國研究人員擁有與
世界各地科學家相同的研究機會。

歡迎美國在內科研界人士申請
2023年12月，有媒體報道稱，美國駐

華大使伯恩斯聲稱「中國沒打算在探月
方面與美國展開合作」。對此，國家航
天局新聞發言人許洪亮表示，中國政府
始終堅持為了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層
空間，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發
展的基礎上，開展國際空間交流與合作，
積極在外空領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方重視航天領域國際合作，對於
與美開展航天領域交流也一直秉承開放

包容的態度，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
科研界人士按照中方已公布的月球樣品
申請辦法，以合適的方式及渠道向中方
申請。

另有英德法巴日科學家來華申借
今年4月26日，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
品首次國際借用評審會議即將召開。國
家航天局發布會議議程顯示，共有五位
來自美國的申請者參加本次評審會議，
包括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阿波
羅任務樣品策展人瑞安．齊格勒（Ryan
Zeigler）、布朗大學的行星科學家斯蒂
芬．帕曼（Stephen Parman）、石溪大學
的蒂莫西．格洛奇（Timothy Glotch）、
芝加哥大學的斯蒂芬．薩頓（Stephen
Sutton）和普渡大學的米歇爾．湯普森
（Michelle Thompson）。此外，還有來
自英國、德國、法國、巴基斯坦和日本
的科研人員。

每位申請人將有15分鐘陳述介紹
國家航天局網站顯示，評審會要求
每位申請人將有15分鐘的陳述介紹時
間，並接受評審專家的提問。評審會
鼓勵外國申請科學家做現場演示，如
有任何不確定性或無法親自到場，也
可做在線視頻演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記者12日從國家航天局獲悉，鵲
橋二號中繼星已完成在軌對通測試。經
評估，中繼星平台和載荷工作正常，功
能和性能滿足任務要求，可為探月工程
四期及後續國內外月球探測任務提供中
繼通信服務，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國家航天局表示，鵲橋二號中繼星自

3月20日發射升空後，經過中途修正、
近月制動、環月軌道機動，於4月2日
按計劃進入24小時周期的環月大橢圓
使命軌道。4月6日，鵲橋二號中繼星
成功與正在月球背面開展探測任務的嫦
娥四號完成對通測試。4 月 8 日至 9
日，鵲橋二號中繼星與嫦娥六號探測器
（地面狀態）開展對通測試。
此前同步搭載發射的天都一號、二號

通導技術試驗星已於3月29日進入環月
使命軌道，4月 3日成功實施雙星分

離，正在開展系列通導技術驗證。
據介紹，鵲橋二號中繼星和天都試驗
星採用環月大橢圓凍結軌道作為使命軌
道。由於月球外形結構不規則，靠近月
球飛行的航天器受到月球引力等因素作
用，飛行軌道易產生偏差。環月大橢圓
凍結軌道是處於穩定狀態的環月軌道，
航天器在該軌道飛行，能夠使飛行軌道
的偏差最小化。
專家表示，選擇環月大橢圓凍結軌道
作為鵲橋二號的使命軌道具有諸多優
勢。一是提高通信速率，與鵲橋號相
比，鵲橋二號的使命軌道距離月球更
近，數據傳輸的通信速率將大幅提高。
二是更好覆蓋月球南極通信，與圍繞地
月拉格朗日L2點運行的鵲橋號相比，
在環月大橢圓使命軌道的鵲橋二號對月
球南極的可見性顯著提升，大幅提高對
月球南極區域的通信覆蓋能力。三是節

省衛星燃料，鵲橋二號可以用極少的燃
料，維持在該軌道上長期駐留。
後續，鵲橋二號中繼星將按計劃為嫦娥
四號和將要發射的嫦娥六號任務提供中繼
通信服務，並擇機開展相應科學探測。

鵲橋二號完成在軌測試 為探月工程提供中繼通信

◆2024年3月20日，長征八號運載火
箭衛星支架相機拍攝成像。鵲橋二號中
繼星與運載火箭成功分離，太陽翼及傘
天線順利展開，圖像左側為天都試驗
星。 國家航天局供圖

◆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借
給香港大學的嫦娥五號月壤樣品。

資料圖片

◆2020年12月17日，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科研人員打開嫦娥五號返回器艙門，取出裝有月球樣品的容器並進行稱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