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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回月球”？

新闻链接

合肥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转让公告

受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委托，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对两家公司分别持有合
肥信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公告如
下：

一、转让标的
标的一：合肥信息有限公司18%股权
标的二：合肥信息有限公司12%股权

二、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转让标的公司于2002年12月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合肥市长江西路669号F-8楼
221室，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圆整。经营范围：信息产业投资、
风险投资；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顾问
服务。

三、转让标的企业股权构成情况（详见网站www.aaee.com.cn）
四、内部决策、行为批复情况（详见网站）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备案情况（详见网站）
六、受让方基本条件（详见网站）
七、公告期限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八、挂牌价格

标的一：人民币2330.1522万元
标的二：人民币1553.4348万元

九、受让登记（详见网站）
十、交易方式（详见网站）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详见网站）
十二、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何成勇 联系电话：0551—2871609
传 真：0551—28716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
二0一0年九月十九日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因为有卫

星通信覆盖的帮助，在未来的出行生活

中，只要你装有车载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你不仅能看电视、上网，还能通话。”记者

昨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合肥市高技术产业

及创新发展又传好消息，包括车载移动卫

星通信系统（“动中通”）等10个项目获得

千万资金扶持。

“动中通”是卫星移动通信及接收产

品，在汽车、船舶等高速移动的载体行进

当中，仍能通过同步卫星保持实时通信、

宽带多媒体信息传输。这套系统具有卫

星通信覆盖区域广、不受地形地域限制、

传输线路稳定可靠等优点。“只要装上了，

车子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

相关人士介绍。

而包括“动中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

业化项目，共获省补助资金1140万元，其

中还包括：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

量子通信产业化项目、皖能集团安徽省新

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电站等离子体煤

粉点火及稳燃项目、合肥立方制药有限公

司的创新中药益气和胃胶囊产业化项目

等。

“嫦娥之父”现身中科大，畅谈与月探结缘

三部曲，中国人登月的梦想与现实

“看到这么多同学站在报告厅

里，没有位子坐，我心里真的很过意

不去。”“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院士满

怀深情的开场白，引起了在场同学

经久不息的掌声。昨天晚上7时，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复兴论坛第九期开

讲，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

家欧阳自远院士来到中科大，畅谈

与月探结缘。

黄洋洋 见习记者 李皖婷/文 李

超钰/图

“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上大学那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满怀着建设

新中国的热情报考了地质专业，打算为

祖国勘探矿产资源。”欧阳自远院士说。

196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进修了一

年多的核物理之后，欧阳院士接到国防

科委的任命，让他负责我国地下核试验

地质综合研究。“我就是运气好，当时全

中国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既学过地质又学

过核物理。”听到欧阳院士幽默的话语，

台下的同学都笑出了声。

1957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对欧阳自远的刺激很大，他决定

从核物理研究转向天体研究。1960 年，

他开拓了地外物质（陨石）的研究，在我

国建立了陨石学和天体化学学科，还开

辟了我国地外撞击时间及其效应研究领

域。

由于许多国家宣布进行新一轮的月

球探测计划，欧阳自远从 1994 年起就开

始向有关方面极力建议开展探月工程项

目。后来，“863计划”专家组请欧阳自远

递交一份正式的探月科研报告。随后，专

家组通过了欧阳自远的报告，并且得到了

一笔经费。这是中国人花在月球上的第

一笔钱。

“当时拨了 14亿人民币给我们，相当

于在北京修 2 公里地铁的费用。但我们

坚信，这些钱完全足够了！”

直到 2003 年底，报告被送进了中南

海。2004年 1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报告

上签字，国家正式批准了“嫦娥一号”计

划的实施方案。经过从科学目标的确定

到工程立项近 10 年的准备之后，欧阳自

远承担了“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的重

任。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去研究月

球？地球上的事情都忙不完了。”听到欧

阳自远院士这么说，同学们都笑了。

欧阳自远院士介绍说，按照国际惯

例，月球是“谁先利用，谁先获益”。因为

月球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太阳能资

源和可控核聚变发电能源，加上月球上的

理想环境，所以国际上都在说要“重回月

球”。

听欧阳自远谈月球探测的长远规划，

让人感到这是一曲神秘的奔月畅想曲。

据介绍，规划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探”——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登”——

载人登月阶段；“驻”——建设月球基地，

创造可供人居住、生活、工作、实验的条

件，进行“驻”月的科学活动。

而近期我国的月球探测是不载人月

球探测，将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是绕月探

测。2007年发射我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绕月飞行

一年，对月球进行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

性探测。第二期是 2009 年至 2015 年，对

月球进行多次软着陆就位探测，为将来建

立月球基地收集基本数据资料。第三期

是 2015 年以后，月面自动采样返回。在

完成以上第一阶段三期的工作后，中国的

载人登月计划就会全部浮出水面。

欧阳自远（1935.10.9—）江西上饶人，

生于江西吉安。世界著名的天体化学家

和地球化学家。其名字取自《论语》中“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积极参与并

指导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

划的制订，具体设计国内首次月球探测的

科学目标与载荷配置和第二、三期月球探

测的方案与科学目标，是中国月球探测工

程的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

合肥力助“千里眼”、“顺风耳”成现实
车载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等十项目获千万资金扶持

既学过地质又学过核物理

38所所长吴曼青院士

世博园揭秘“诺亚方舟”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浮空器，顾

名思义是主要靠浮力克服自身重力的飞

行器。近年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对于

未来的种种预测，浮空器被看作是人类

未来躲避灾害逃生搭载的“诺亚方舟”。

而近日，雷达与公共安全技术专家、中国

工程院吴曼青院士做客上海世博展太空

家园馆，以《诺亚方舟，并不遥远——浮

空器与公共安全》为题，向公众讲述了浮

空器历史以及应用。

吴曼青院士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第38研究所所长、合肥公共安全技术研

究院院长。吴院士介绍，浮空器的技术

发展牵系着公共安全的保障。当前我国

公共安全形势逼人，每年公共安全事件

造成非正常死亡超过20万人，伤残超过

200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近五年年均

近9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这一

形势背后暴露出我们公共安全体系很多

的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缺乏一套监测、

预警、应对、管理公共安全事件的科技手

段与产品装备。而浮空器作为战略性装

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应对应急通

信、平安城市、智慧交通、环境保护、防灾

减灾等公共安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吴曼青院士认为，当人均 GDP 为

3000到5000美元时，国家进入公共安全

事件高发期。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人均GDP达到3267美元，已进入公共

安全事件高发阶段，因此应该格外关注

公共安全的保障。

吴院士呼吁，我国公共安全科技与

产业发展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发展一批

类似浮空器的核心技术与产品装备。

他真切地说，“我真的不希望2012预言

的灾难出现，我真的希望中国有自己的

诺亚方舟。”其实浮空器离我们并不遥

远，遥望世博园高空，会发现一个飞机

状的白色气球，这就是浮空器。它是由

中国电科38所研制生产的上海世博会

车载系留气球监测系统，正在世博园上

空充当着“世博守护神”的角色，守卫着

世博安全。世博“天眼”浮空器上装有

可见光摄像机和热红外成像仪，可以监

测园区人群流动，跟踪天气变化等，保证

园区安全。

中国月球探测的战略发展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

欧阳自远在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