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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2 日 10 时 40
分，“祝融号”火星车已安全驶离
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
视探测。哈工大邓宗全院士团队
自 2013年起与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总体部合作成功研制的火星
车移动系统、转移坡道机构，成为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工程亮点。

哈工大机电学院高海波教授
主持参研了“祝融号”火星车移动
系统。针对火星表面松软崎岖的
地貌，火星车在软沙中易发生打
滑自陷、牵引力不足的问题，联合
提出了具有蠕动脱陷功能的主被
动复合式火星车移动系统构型。
采用该构型的火星车具有蠕动脱
陷、蠕动爬坡、车厢升降防托底、
悬架主动折展、车轮抬起等独特
功能，具有很强的脱陷能力和爬
坡能力。

此外，该校机电学院姜生元
教授主持参研了“祝融号”火星车
转移坡道机构。该转移坡道机构
折叠布置在着陆器顶端，它可实
现前后两个方向的选择性抽展，
并具有适应形貌复杂的火星表面
的功能，能够确保“祝融号”火星
车平顺转移。

助力火星车
移动与转移

甜蜜满分爱情谷
快来为爱打卡

暑去秋来暑去秋来 吃在龙江吃在龙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孙葳秀

爱情谷美景爱情谷美景。。图片由牡丹江市委新闻中心提供图片由牡丹江市委新闻中心提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21年5月15日成功实现火星着陆，截至8月15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
运行90个火星日（约92个地球日），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祝融号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这期间，哈
尔滨工业大学“硬核”技术都从未缺席，哈工大人凭借过硬的技术和默默坚守，在逐梦航天的道路上持续助力
航天强国建设。

“硬核”技术从未缺席
记哈工大与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故事

2021年 6月 11日，国家航天局举行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
图揭幕仪式，公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
拍摄的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
国印迹”和“着巡合影”等影像图。首批
科学影像图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在“中国印迹”和“着巡合影”两张影
像图中，鲜红方正的中国国旗清晰可
见。哈工大航天学院冷劲松教授团队自
主设计并研制的中国国旗锁紧展开机
构，历经 202天地火转移轨道飞行和 93
天环绕探测，飞行 4.75 亿公里后，于
2021年 5月 15日在天问一号着陆器上
成功完成了中国国旗可控动态展开，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形状记忆聚合物
智能结构应用于深空探测工程的国家。

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的背
后，不但有哈工大科研团队贡献的一批
技术成果，还有一批哈工大校友，为我国
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每一
个哈工大航天人，都是航天精神的传承
者、缔造者，他们以严格的“规格”和到家
的“功夫”，为中国航天续写着一段又一
段佳话。

中国国旗
首次在火星展开

2021年 2月 10日 19时 52分，天
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施火星捕获，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环绕火星飞行
获得成功。哈工大航天学院控制科
学与工程系航天器控制团队参与了
火星环绕器制动捕获方案论证与关
键技术攻关，为火星环绕器制动捕获
任务的成功提供了技术支撑。

2021年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
圆满成功。根据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任务的总体任务需求，哈工大航天学
院冷劲松教授团队基于具有独立自
主知识产权的形状记忆聚合物复合
材料，研制了中国国旗锁紧展开机
构、变结构锁定及多级伸展结构和落
火监视相机转动装置共3个产品，通
过精细的力学理论分析、巧妙的智能
结构设计和多次反复迭代的极端环
境试验验证，解决了低温、辐照等极
端恶劣使役环境下，长时间锁定、低
冲击可靠展开的关键技术难题。

哈工大威海校区邵春涛老师负
责的与“火星 EDL过程仿真”和“火
星车GNC模拟”相关的两个课题分
别为火星探测器安全着陆及后续火
星车巡视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1年 5月 15日，天问一号任
务着陆巡视器成功软着陆于火星乌
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后，火星车
建立了对地通信。5月17日，环绕器
实施第四次近火制动，进入中继通信
轨道，火星车建立稳定的中继通信链
路，陆续传回图像数据。

天问一号环绕器和火星车各携

带了一种磁场探测载荷，分别对火星
空间和着陆区的磁场进行探测。哈
工大深圳校区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
研究院行星科学实验室参与了天问
一号环绕器的磁场探测载荷的研制
及后续磁场数据标定，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团队合作，发展了无磁控卫星
磁场精确测量技术，解决了空间微弱
磁场的测量难题，为获取我国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行星空间磁场数据做
出贡献，为火星演化和比较行星学的
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哈工大深圳校区机电工程与自
动化学院自动化学科航天器控制团
队参与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轨道
转移控制方案论证和复核复算，研究
成果为火星探测器环绕制动和后续
的火星轨道器返回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 5月 19日，国家航天局
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
务探测器着陆过程两器分离和着陆
后火星车拍摄的影像。图像中，着陆
平台和“祝融号”火星车的驶离坡道，
太阳翼、天线等机构展开正常到位。

由哈工大材料学院武高辉教授
团队研制的仪表级铝基碳化硅复合
材料（SiC/Al）是面向空间环境经过
特殊设计的新一代空间结构材料，具
有低密度、高刚度、高导热、膨胀系数
与轴承匹配、空间环境尺寸稳定等特
性，用于“祝融号”巡视器的双轴天线
驱动机构，经受了严酷的力学、热真
空、极限高低温环境等考验，解决了
指向精度和位置精度天地一致性、轻
量化等问题。

助力探测器成功实施火星捕获

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无三日，
新凉直万金”，处暑后三天，就已有了阵阵凉风。印象中的秋游还
为时尚早，此时，魅力龙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吃。眼下正是黑
龙江瓜果蔬菜丰收时节，一起来看一看丰收的龙江有多美，品一品
龙江好味道！

在位于穆棱市保安村
的 9°果蔬园里，“酸、甜、
爽、脆”的 9°西红柿正是成
熟季。负责人李炳军介
绍，9°西红柿的维生素C含
量是普通西红柿的 5倍以
上，口感更甜爽，饭后吃上
一颗解渴又美味。

“酸甜爽脆”的9°西红柿

近年来林甸县四合乡精
心打造了一系列采摘基地，是
全省品类最齐全的菌类采摘
基地。在这里，你可以左手一
株紫花脸蘑菇，右手一株赤松
茸，再捧回一株人工养殖的灵
芝。

品类最齐全的蘑菇

火辣辣的小辣椒

富裕县二道湾镇有个响
当当的外号“辣椒小镇”。在
二道湾镇，成片的辣椒一个接
一个，串串红辣椒挂在秧上，
微风吹过，场面比单纯的花海
还有看头。

香甜软糯的黏苞米

哈尔滨市阿城区天问山
中医药小镇同时种植着中药
材黄精和鲜食玉米。天问山
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时嘉说，他们把加工
黄精过程中产出来的黄精水
灌溉到玉米地，这样的玉米，
穗大粒满，口感香甜，个个都
在18厘米以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

旅发大会观摩项目爱情谷最近
迎来了一大批游客来打卡点赞。观
湖、赏景，游山、玩水，爱情谷俨然成
为绥芬河必游打卡地。

爱情谷海拔 520 米，坐标东经
131°、北纬 44°，所有数字合在一起
恰巧是“5201314”。

爱情谷里处处都是浓浓的爱
意。在七彩的世界地图上，七个大
洲位置分别高耸着高 13.14 米、宽
1.314米的爱情柱，见证着爱情的一
生一世。往前走，来到爱情谷东侧
山脚下，站在形似木船的木栈广场
的船头上，可以俯视沿线风景，将美

景尽收眼底。
从这里望向雕塑广场，可以看

到一座男女雕像深情凝望对方，它
们周围弥漫着爱的气息。不远处的
亲水沙滩上，孩子们在浅滩上戏水，
传来阵阵欢笑声。

景区里还有一处不能错过的地
方，就是连心桥。眼前这座用心的元
素构建的连心桥十分浪漫。记者看
到，已经有不少游客来到这结下了同
心锁，为他们的爱情见证。湖畔，网
红天鹅交颈而游，鸳鸯戏水满是浓情
蜜意。来到爱情谷里，爱意满分，甜
蜜满分，快来为爱打卡吧！

处
暑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高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记者从哈尔滨市交警部门了解到，
为加快破解交通拥堵“城市病”，加强城市
文明交通建设，哈市交警部门携手第三方
企业联合开展哈尔滨智慧城市“交通云”建
设项目，为冰城赋予“智慧的大脑”和“强有
力的双手”。通过搭建智能信控平台、联网
智能信号机、雷达车辆检测器等硬件设备，
实现前端感知、信号控制、智能分析、应用
决策的闭环交通管理，将事后处理转变为
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有效减少交通拥堵
事件的发生，降低交通拥堵程度。

据了解，以往哈尔滨市区全天车流量

存在分布不均，早晚高峰、平峰、夜间的通
行需求差异较大的情况，信号灯全天执行
一套固定的绿灯时间，不能适应各个方向
交通量的变化，往往容易加剧拥堵。对此，
交警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在哈市700处信号改造路口中优先建设
了20余处自适应控制信号灯，以“有车多
放，没车少放”的优化目标，信号可以根据
路口监测到的车流量大小，自动调整绿灯
的放行时间，最大限度地确保车辆通行。
目前，长江路与华山路、嵩山路等路口的通
行效率提升22％，较以往有明显改善。

针对部分区域行人过街信号灯配时

不合理的情况，哈市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开
展实地调研，合理调整行人过街绿灯时
间。同时，依托现有二次过街“安全岛”组
织条件，将行人过街时间和机动车通行时
间进行合理分配，通过调整信号灯放行顺
序和时间，实现二次行人放行，有效减少
行人过街时的等待时间，实现行人过街安
全与效率并存。

在符合条件路段，哈市交警部门还对
各路口间的信号灯实施绿波协调控制手
段，即联合控制使在该路段上行驶的车流
按照规定速度依次行驶到每个路口时，都
能正好遇到绿灯，实现“一路绿灯”的状态。

目前，哈市已完成群力区域主要道
路、哈西区域主要道路、学府路、长江路、
西大直街等 69条主要道路 361个路口信
号灯改造工作。上述道路平峰期间平均
车速提升12.5%，平均旅行时间缩短26%，
减少了主干道停车次数。

据了解，下一步哈市交警部门将继续
采取“科技+服务”双管齐下，通过事件处
理内外联动、信号配时协调优化控制、行
人过街智能保障等智慧化举措，有效提升
交警部门的管理与服务能力，改善现有路
网部分路段堵、乱的交通运行状况，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哈尔滨 智慧交通“云端”惠民

火星漫步火星漫步。。

““着巡合影着巡合影””图图。。

（上接第一版）在大庆油田历史陈
列馆里，馆藏油画《会师大庆》反映了石
油大会战的历史：1960 年 3 月，数万名
退伍转业官兵，会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的石油、地质工作者，奔赴大庆，在莽莽
荒原上打响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石油大
会战。

6月 1日，大庆油田生产的第一列车
原油，就冲破雨幕，汇入了我国石油工业
的大动脉。

大庆石油会战一路高歌猛进，一路战
旗红艳。三年会战，探明了面积达860多
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我国石油因此实现
基本自给，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
子。

然而，石油会战一路高歌的背后，却
是困难重重。

历史数据记录了当时的生产奇迹：
1960年 12月 10日，大庆油田的气温下降
到零下 30多摄氏度，在没有像样的住宿
条件和充足物资补给的情况下，当天原油
产量达7219吨。

“铁人”王进喜的名号就是在这样漫
长的严冬里叫响的。在极端困难的年代，
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成了石油工人
们度过最困难岁月的支撑。

大庆石油会战亲历者李兴德老人说：
“那会儿没粮吃，大伙开荒种地；没房住，
大伙和泥、抹墙，盖起‘干打垒’；冬天身上
结满冰溜子，胳膊回不过弯，就用棍子一
下一下敲打。即使这样，大家也不觉得
苦。”

没有房屋，自己盖。会战职工仅用 4
个月就建设了 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据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副馆长关颖介绍，
当年实现了“人进屋、机进房、菜进窖、车
进库”目标，只投资了900万元，为国家节
省了半个多亿资金。

技术遇瓶颈，自主研发。大庆油田产
出的石油粘稠流不动，想要集输却遭外国

专家嘲讽。不服输的大庆石油人经过
1018次试验，终于在 1962年年底生产出
适合大庆油田的、俗称“糖葫芦”的封隔
器，采油工艺技术攀上新高峰。

开发遇难题，自主编制方案。大庆
油田技术人员在无外援、无技术资料可
考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编制实施了中国
石油工业史上第一个大型油田开发试验
区的开发方案，史称“146”方案。在大庆
油田和中国石油开发史上留下重重一
笔。

传承——初心不改

182.3352 万次巡回检查无一遗漏，
5122.62万个生产数据无一差错，22000余
天安全生产无事故……大庆油田采油一
厂三矿中四采油队，是“三老四严”发源
地，也是一支标杆队伍。

“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
话、做老实事；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
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
律，这不仅是中四队的传统，也是大庆精
神的深刻内涵之一。”中四队队长王一伦
说。

采油一厂二矿北八采油队北二注水
站，因首创岗位责任制而闻名。57年来，
站在变，设备大改造了三次，人员更替了
十几茬，但魂未改：始终坚持岗位责任制，
践行岗位责任心。

1205钻井队，作为铁人王进喜带过
的队伍，自1960年至今，已累计钻井2487
口，创下4项世界纪录、15项全国纪录，总
进尺 316万米，相当于钻透了 357座珠穆
朗玛峰。

“1205钻井队是铁人带过的队伍，就
是要当先锋、打头阵，就是要有‘有第一就
争、见红旗就扛’的精神。”队长张晶说。

60多年来，大庆精神已经成为一种
信仰，浸润到大庆人的血脉中。

创新——不遗余力

创新，是大庆精神永葆生机活力的关
键所在。

84岁的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如今
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坚持带队伍、做实
验。

王启民曾带领团队把实验室搬到野
外，整整摸索10年，先后采集分析了1000
万个数据，成功研发创造了“高效注水开
采”“分层开采”等技术，一举把采收率提
升了3倍，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
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

科研工作者伍晓林带队打破国际垄
断，攻克了三次采油技术，在传统水驱技
术基础上提高采收率20个百分点。在大
庆油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找到
了一个玉门油田。

在大庆油田勘探研究院采收率研究
室，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研究人员，
大多头发花白。他们把心血都献给了热
爱的事业，换来了一次次新技术的突破。

四次采油技术的新突破，占领了世界
四次采油技术的制高点，是大庆油田又一
项颠覆性技术。全面推广应用后，仅大庆
油田就可增加可采储量1.5亿吨。

对于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开采利用，
大庆油田在技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
界奇迹。2015年以来，大庆油田油气勘
探取得重要突破；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突
破性进展；龙西会战证实了在成熟探区通
过精细勘探还有新发现新潜力；在四川中
部地区泥灰岩层首获工业气流。2019年
1月，大庆油田隆平 1井压后日产气 11.5
万方，有望成为深层气勘探的重要接替领
域，实现“大庆底下找大庆”的梦想。

一部大庆石油勘探开发史，就是一部
科技进步史。60多年来，几代大庆石油
人致力于科技自主创新，累计取得科技奖

成果 10800余项，3次问鼎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未来——潜能无限

截至 2020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为
祖国奉献了24.33亿吨石油，用荷载60吨
的油罐车装满可绕赤道 15圈，上缴税费
及各种资金3万亿元。

大庆油田创造了世界领先的陆相油
田开发水平，其勘探开发与“两弹一星”等
共同载入我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大庆油
田含油面积6000余平方千米，已探明石油
地质储量67亿吨。创造了年产原油5000
万吨以上连续 27年高产稳产、年产原油
4000万吨以上连续 12年、油气产量当量
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的世界奇迹。

与此同时，大庆油田实现海外油气业
务、规模的跨越发展。海外业务进入中
东、中亚、亚太、非洲和美洲等五大区域，
给这座历史悠久的油田未来发展带来无
限想象的空间。

“大庆有两笔财富传承至今，一笔在
地下：大庆油田已经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
生产基地，累计生产原油产量，占我国陆
上石油产量的近40%，挺起了我国石油工
业的脊梁；第二笔财富在心中，以爱国、创
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激
励一代又一代大庆石油人不畏艰辛，勇往
直前。”大庆油田党委书记朱国文说。

油气产量“双超”，“油头化尾”高分交
卷，重点项目全速“奔跑”，多元产业集中
发力，绿色生态和谐发展……接续传承的
大庆精神，不仅让百年油田持续焕发活
力，也让大庆这座城市迸发出新的生机。

“大庆正全力打造世界著名的资源转
型创新城市、中国新兴的高端制造城市和
全省领先的高质量发展城市，奋力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庆新征程。”
大庆市委书记李世峰说。

大庆精神 永葆活力的奋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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