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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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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嫦娥四号探测器凝聚着
“上海智慧”！青年报记者昨天从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获悉，八院在探
月工程二期嫦娥四号任务中承担了5
个半分系统的研制任务。

“自从承担了探月的任务，每次
看到月亮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月亮
成了大家实现报国之志、展示中国航
天实力的平台。”嫦娥四号副总指挥
兼副总设计师张玉花告诉记者。
2008年，我国探月工程二期正式立
项，八院在探月工程二期嫦娥三号任
务中争取到了5个半分系统的研制
任务，分别为：月球车移动分系统、结
构与机构分系统、测控数传分系统、
电源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移动/
机构控制与驱动组件，以及着陆器一
次电源分系统，实现了探月工程零的
突破。张玉花从钻研17年的载人航
天领域转向陌生的探月工程，担任副
总设计师、副总指挥，开启了八院嫦
娥团队的探月之旅。

较之嫦娥三号着陆的月球正面，
此次嫦娥四号着陆的月背环境更复
杂、地貌状况更严苛，任何再细致的
先期准备都不为过。因此，各分系统
工作面临更多、更细、更严的各项质
量要求，研制进度紧、产保要求高就
成了工作时的常态。

805所研制的移动分系统、结构
与机构分系统总共加起来有14个机
构，每个机构的热真空和低温存储试
验常规安排至少需要10天的周期，
但当时进度要求在不到3个月的时
间内完成装配、试验和测试全部工
作。面对困难怎么办？队员们通过
充分挖掘设备利用率，在测试设备有
限的情况下，错开测试时间，并行开
展试验。这边机构测试刚结束，立即

搬着控制器到另一边开展测试，两边
测试人员无论白天黑夜轮番工作，终
于使产品顺利按期交付。

满满的活力和干劲似是这支团
队队员们对工作不变的态度。作为
移动系统主任设计师的刘殿富参与
了嫦娥三号、四号移动分系统的设计
和研制工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产品经历不断地改进，大大小小的试
验测试更是不计其数，但每一次他都
认真记录测试结果。在一次验证中，
测试数据出现细微的波动，大家都认
为只是正常现象时，他就一定要找出
背后的原因。为此他利用工作间隙
认真分析，查阅了几大摞报告，直到
确定波动对系统没有影响。

在巡视器主结构生产过程中，为
了争取顶板热控效果和质量的完美，
结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张武带领队
员对库房中的200多张铝蒙皮毛配
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力求不留一丝
瑕疵上型号。当顶板成品送去热控
实施时，见多识广的老师傅也啧啧称
赞“做得真漂亮！”

发射场阶段的工作是嫦娥四号
上天前严把质量的最后一个关口。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嫦娥四号八院
试验队严格遵照“四查双想两比对”
的工作要求，查文件、查状态、查岗
位、查设备，积极开展预想和回想，将
测试数据和嫦娥三号以及先期试验
做比对。当完成一天的测试工作，有
时已是第二天凌晨，队员们仍不厌其
烦地把测试数据和前期数据进行认
真比对。正是这种工作态度，确保了
各阶段测试工作顺利完成和万无一
失。工作之余，为了提升预想问题和
回想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试验队员常
不定期来上一场头脑风暴，从互相交
流中转换思维，以不同角度互相启
发，不断完善工作质量，交出了发射
场“零问题”的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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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经过18个月的筹备，上
海体育学院原创大师剧《蔡龙云》近
日在白玉兰剧场正式公演。在挖掘
武德育人功能的同时，师生同台共
演，这既是表演的舞台，也成为教学
的讲台。

《蔡龙云》由上海戏剧学院著名
编剧陆军教授执笔，国家一级导演徐
俊执导，上海体育学院武术表演专业
教师王继强担当武术指导，该剧采用

“点线式”的剧本结构，融合了精彩的
武术动作，突出“武”的朴实无华与艺
韵纷呈，“打”的简洁实用与引人入
胜。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我国
著名武术技击家、理论家、教育家，中
国武术九段蔡龙云不同人生阶段的
横截面，去描绘其一生的追求与风
姿，展示武术大师蔡龙云的武者之风
范，学者之本色，师者之博爱。

历经十余稿的修改，《蔡龙云》出
炉。编剧团队最终确立了剧本的主
题立意为“正心”，借以回应在武术历
史进程及当代社会中的种种乱心怪
象，以大师的“正心”精神给这个时代
以深刻的启示。

校园大师剧的一大特点就是师
生同台共演。剧中，饰演中年和老年
蔡龙云的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教

师、资深演员余忠，余忠老师跟蔡龙
云老师也有一段渊源，1980年代，在
上海体育学院进修时，余忠老师曾经
上过蔡先生的课。在他眼里，“蔡龙
云先生是一个非常儒雅、非常‘清澈’
的人。我深有体会，也很敬佩他。我
在他身上能读到很多东西，演绎过他
之后，我更能体会到他的儒雅和谦
卑。人的修行方式各有不同，习武的
人，一拳一脚，一招一式，都是一种修
行，蔡先生在里面‘悟’到了。我在演
绎他的同时也能够反省我自己。”

与余忠老师演对手戏的是来自
上海体育学院大一学生顾子轩。他
在剧中饰演的是武术学生李守武。
顾子轩这样介绍他的角色，“他刚开
始对武术有很多误解，想转系学拳
击。后来蔡老师给他讲了很多自己
的人生故事，经过蔡老师的指导，他
更深入地了解了武术的真正内涵，对
武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
刚刚入行的表演专业学生，在这样一
出戏当中承担重要角色对于顾子轩
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在表演中学习，在学习中表演，
师生同台共演。共有50余名武术表
演专业学生参与到了大师剧《蔡龙
云》的表演中，大师剧的舞台既是学
生们表演的舞台，也成为老师对学生
教学的课堂。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在为上海市民带来了
15年的欢笑之后，上海长风海洋世
界的小白鲸“小白”和“小灰”将于今
年春天踏上9000公里旅程，结伴回
到海洋的怀抱。

据上海长风海洋世界透露，经过
6年考察，全球首个白鲸自然水域保
护区定址于冰岛南部海岸赫马岛的
克列特维克（Klettdvik）海湾，“小白”
和“小灰”将成为这个保护区的首批
住客。

据悉，从2012年开始，专业团队
实地考察了俄罗斯、北美洲、挪威和
苏格兰等地，最终选定了赫马岛的克
列特维克海湾作为白鲸保护区的最
佳地点。这片岛屿周围的凉爽水域
为生物提供了天然的亚北极栖息地，
同时蕴含丰富的水生植被和野生动
物。水域广达32000平方米、深达10
米，为白鲸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让它
们能够在这片水域中畅游、探险和潜
水。

上海长风海洋世界表示，小白鲸
将于今年春天启程，具体日期将由专
业的团队根据它们的身体状况、天气
条件等各方面因素作最终决定。白
鲸姐妹的搬家之旅将横跨 9000 公
里，耗时30余个小时。白鲸姐妹将
由空中、陆地和海上接力运输，最终
到达冰岛。

在正式启程前，白鲸姐妹已经在
近几个月开始接受由世界顶级兽医
及鲸豚专家所制定的一系列特别训

练，包括专业设备训练，让白鲸们提
前熟悉运输过程中的担架及其他辅
助设备等；水下呼吸训练，训练白鲸
们水下持久呼吸技能，让它们做好未
来潜水的准备；体能训练，通过快速
游泳等训练，让它们更有力量，能够
更好地适应新水域中的潮汐和水
流。为了帮助白鲸姐妹增加体重，以
抵御在冰岛即将遇到的寒冷海水，训
练团队也对饮食计划进行调整，通过
更多的鲱鱼和多春鱼增加卡路里摄
入，以增加鲸脂抵御寒冷。高智商的
两头小白鲸对训练很配合。

据悉，在抵达赫马岛之后，白鲸
姐妹还不能立即进入峡湾。它们将
被转运到白鲸自然保护区岸上护理
设施中，专业的兽医及白鲸专家团队
将继续密切关注它们的身心健康，并
为它们在正式进入开放式水域自然
保护区前做好更充分适应训练。比
如它们将在陆上适应池中先适应寒
冷的北大西洋水温，做足充分准备之
后，才会正式进入海湾之中，还将参
加体能及呼吸训练，增强身体素质，
以及在更深的水域中长时间保持水
下呼吸的能力，并且要适应海洋里的
其他生物。

未来，在非常严格的监管和限制
下，在不打扰白鲸自然生活的前提
下，游客仍有机会来到保护区看望熟
悉的老朋友。而即日起，喜爱白鲸的
朋友还可在长风海洋世界白鲸剧场
内观看“奇妙的回家之旅”特别版剧
场，了解关于这段旅程的更多细节，
并亲临现场跟小白鲸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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