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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回顾 HUIGU

据新华社巴黎 12 月 7 日电
（记者徐甜） 中国联通（欧洲）运营
有限公司法国分公司（简称“中国
联通法国公司”）7 日在巴黎举行
开业典礼，标志着中国联通拓展全
球化业务、深化服务欧洲市场再迈
出重要一步。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表
示，法国公司是中国联通在境外设
立的第32个分支机构，是中国联通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

化服务欧洲市场的又一务实举措。
本次仪式上，中国联通还针对

法国及欧洲金融客户推出了升级
版的终端安全防护方案和低时延
金融专网解决方案，并针对交通物
流行业客户，携手多家主流云服务
提供商，提供了云网一体化的一站
式服务解决方案。

据介绍，中国联通骨干网络从巴
黎到中国香港的信息传送时延缩短
到１６０毫秒，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中国联通法国分公司在巴黎成立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7日电
（记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局7日宣
布，不久前登陆火星的“洞察”号无
人探测器捕捉到了火星风的声音，
这也是人类首次通过探测器了解
火星风声。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当天公布了一段“洞察”号传回的、
约 20 秒的火星风音频，听上去是

低沉的“隆隆”声。这是“洞察”号
上的传感器于 12 月 1 日在艾利希
平原上捕捉到的，风由西北往东南
方向吹，风速约为每秒 5 至 7 米。
这与火星轨道上观测到的着陆区
沙尘条纹方向一致。

“洞察”号的任务之一就是测
量火星上的运动，其中包括由声波
引起的运动。

“洞察”号
让人类首次听到火星风声

一些驻联合国外交官 7 日披
露，美国放弃寻求安全理事会 10
日讨论朝鲜人权状况，缘由是没有
能拉到足够多成员国支持票。

美国原本希望安理会在12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当天开会，连续
第五年审议朝鲜人权状况。不愿
公开姓名的知情外交官告诉路透
社记者，包括美国在内，这次只有

8 个国家同意开会。明年 1 月，安
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更换一
半，届时美国可能试图再次“拉
票”。一些外交官推断，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有意明年 1 月或 2
月再次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美方可能会在会晤后再寻求安
理会讨论朝鲜人权状况。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拉票遇挫
安理会今年不议朝鲜人权

据新华社电 韩国统一部8日
说，韩国一个由政府官员和专家组成
的考察团当天上午启程前往朝鲜，与
朝方人员联合考察东海线铁路。

韩方考察团有28名成员，8日
乘坐大客车进入朝鲜。韩国统一
部说，他们将与朝方人员共同考察
东海线铁路10天。考察路段从金
刚山到豆满江，长度大约800公里。

这是韩方派往朝鲜的第二个
铁路考察团。11 月 30 日至本月 5
日，韩方首个铁路考察团赴朝考察
位于西海岸的京义线铁路。

韩国媒体报道，第二批赴朝考
察团成员将与首批考察团中留在
朝鲜的人员会合。另外，考察京义
线后留在朝鲜的列车将从平壤驶
往东海线。

韩考察团赴朝考察东海线铁路

据新华社巴黎 12 月 7 日电
法国一些民众 8 日将在巴黎发起
新一轮示威抗议活动，中国驻法国
大使馆7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
法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
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发生意外
事件。

安全提示说，据媒体和有关方

面消息，12月8日（星期六）法国一
些民众将在巴黎发起新一轮示威
抗议活动，其规模、影响和后果难
以预料。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将
闭门谢客，戴高乐广场、协和广场
等将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市内多个
地铁站及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主
要景点将关闭。

法国示威抗议活动继续
中国使馆提醒在法中国公民减少出行

12月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希腊总理齐普拉
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握手。

俄罗斯总统普京 7 日与到访莫斯科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进行会
晤，双方均表示此前俄希相互驱逐外交官所带来的两国关系问题已经
解决，双方将继续加强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新华社发

俄希领导人会晤
讨论加强能源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李
国利 王玉磊）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零窗口”发射成功
并进入到预定轨道。至此，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所有探
月卫星，均实现了“零窗口”发射。

“零窗口”指的是在窗口前沿，在
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将
火箭点火升空。据嫦娥四号任务 01
指挥员陈政介绍，在这个时刻发射，
卫星不需要中途修正就能进入预定
轨道，同时又能在变轨过程中节省燃
料从而为后续工作留下更多动力。

2007 年 10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
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在即。为加
大卫星入轨成功率，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科研人员及一线参试人员都决心

实现“零窗口”发射。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

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
发射，因为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太多
了。”时任嫦娥一号任务 01 指挥员
李本琪介绍说。

当日18时05分04秒，我国首次
探月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
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

从 2007 年起，有中国“探月港”
美誉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续成
功发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
三号和嫦娥四号等探测器，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2018 年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担
负着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重任
的嫦娥四号“零窗口”发射成功。

所有探月卫星
均在西昌实现“零窗口”发射

在月球背面迎接嫦娥四号的将
是怎样的环境？专家介绍，乍一看上
去，月球背面这张“面孔”并不漂亮，
那是一张“麻子脸”，陨石坑的数量比
月球正面要多得多，放眼望去随处可
见，密密麻麻的月背的“皱纹”也多，
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而月球正
面相对平坦的地方比较多。另外还
有几处巨大的“痤疮”，暗斑中的物质
与月面的普通物质相比有着很大的
不同，这种现象似乎能够说明月球背
面由于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太空里，遭
遇了大量天体的直接撞击。

月球背面还是个“厚脸皮”，它的
月壳从整体来讲比正面要厚。不过，

“厚脸皮”为月球背面的“亮肤色”提
供了佐证。此外，月球正面月海很

多，而月球背面却只有 3 个，它们的
名字分别叫东海、莫斯科海和智海。

虽然只能看到月球的一边，但这
并不是说另外一面永远是黑暗的。
事实上，当看到整个月球正面的时
候，即月中的满月时，它的另一面是
黑暗的，当我们看不见它的时候，即
月初没有月亮的时候，它的另一面是
阳光普照的。

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宇航员或
月球车登上月球的背面，人们对它的
详细情况除了借助照片判断，其他知
之不多。嫦娥四号探测器，将为人类
逐步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迈出
关键一步，值得拭目以待。

记者 胡 喆 谢 佼 荆淮侨
据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

嫦娥带你
去瞧瞧月球背面长啥样

回顾我国一路走来的探月之旅，
可谓精彩纷呈。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
成功发射；2009年 3月 1日，嫦娥一号
卫星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为探月工
程一期——“绕月探测”任务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
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发射成
功。在半年设计寿命周期里，嫦娥二号
全面实现了6大工程目标和4项科学探
测任务，获取了一批重要科学数据。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探测
器成功落月，实现我国航天器首次地
外天体软着陆，并开展巡视勘察和科
学探测。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为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
碑，在人类攀登科技高峰征程中刷新

了中国高度。
2014 年 11 月 1 日清晨，为嫦娥五

号探路的再入返回试验器“嫦娥 5T”
按既定方案平安着陆。作为探月工程
三部曲中“回”的这部重头戏，在探月
工程三期采样返回任务中，最终携带
样品返回地球的返回器对任务的成败
至关重要，我国此前尚没有地球轨道
以外的航天器完成过再入大气层的返
回、着陆与回收经历。研制团队对嫦
娥五号任务所需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深
入研究，提出了“先行开展一次飞行试
验，验证高速再入返回飞行可行性”的
思路，飞行试验器孕育而生，担当起嫦
娥五号“探路先锋”的重任，提前扫清
技术障碍。

记者 胡 喆 谢 佼 荆淮侨
据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5T

据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记
者胡喆 谢佼） 肩负着亿万中华儿女
的探月飞天梦想，12月8日2时23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
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嫦娥四号探测器后续将经历地月
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最终实现
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月球
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并通过已
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鹊桥”中继星，实
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

嫦娥四号任务的工程目标，一是

研制发射月球中继通信卫星，实现国
际首次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测控及
中继通信；二是研制发射月球着陆器
和巡视器，实现国际首次月球背面软
着陆和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的科学任务主要是开展
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
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
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
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
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

为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开
放共享，嫦娥四号任务中，与荷兰、德

国、瑞典、沙特开展了4项科学载荷方
面的国际合作，搭载了 3 项由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等国内
高校研制的科学技术试验项目。

嫦娥四号任务于2016年1月经国
务院批准正式实施，包括中继星和探
测器两次任务。“鹊桥”中继星于 2018
年5月21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
征四号丙遥二十七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目前状态正常。

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由国防科工局
牵头组织实施。嫦娥四号任务由工程
总体及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

控、地面应用五大系统组成。其中，工
程总体由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承担；中继星、探测器、运载火箭
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生产；发射和测控任务由中国卫星发
射测控系统部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由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承担，有效载
荷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单位研制。此次发
射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94
次发射。

我国探月工程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

新闻延伸 YANSHEN

图为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
测器。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2018 年 12 月 8 日，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入
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长征三号甲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95 次发射，2018
年的第13次发射，也是其第5次执行
探月工程发射任务。

此前，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已成功将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
号、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器送入预定轨道，可以称得上是嫦娥
奔月的“专属列车”。长征三号甲系列
火箭由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
三号丙（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三种
大型低温液体运载火箭组成，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高强度、高密度发射的
主力，是我国目前高轨道上发射次数

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火箭系列，也被授
予了“金牌火箭”的荣誉。

为不断提高长三甲系列火箭发
射成功率和设计可靠性，提高可靠性
的设计改进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与发
射嫦娥三号时的状态相比，执行此次
任务的长三乙火箭共进行了65项技
术状态改进。为了满足嫦娥四号探
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入轨精度
要求，长三乙火箭研制人员通过产品
优选、算法优化等多项措施，使嫦娥
四号探测器设计入轨精度进一步提
升，较嫦娥三号任务设计入轨精度提
升了30%以上，圆满地完成了护送嫦
娥奔月的使命。

记者 胡 喆 谢 佼 荆淮侨
据新华社西昌12月8日电

五次执行探月工程发射任务

“金牌火箭”推举嫦娥四号奔月球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中
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8 日紧急
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就加
方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严正
交涉和强烈抗议。

乐玉成指出，加方以应美方要
求为由，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

中国公民拘押，严重侵犯中国公民
的合法、正当权益，于法不顾，于理
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
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
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正当权益。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
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外交部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

就加方无理拘押华为公司
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