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西昌 5月 29日电 5 月 29
日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托举行星探测工程天问
二号探测器直冲霄汉。

问天求索，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
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启程！

天问二号任务设计周期 10年左
右 ， 主 要 任 务 目 标 是 对 小 行 星
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
球，此后再对主带彗星311P开展科学
探测。这是继探月、探火后，中国人
在浩瀚星宇的又一次重要探索之旅。

茫茫星海，为何选择“追”这两
颗星？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 副 主 任 韩 思 远 介 绍 ， 小 行 星
2016HO3是人类目前发现的地球准卫
星之一。其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
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
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
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主带彗星311P是运行于火星与木
星轨道之间小行星带中的小天体，同
时具有传统彗星的物质构成特征和小
行星的轨道特征。对该主带彗星进行
探测，有助于了解小天体的物质组
成、结构以及演化机制，填补太阳系
小天体研究领域的空白。

“追星”之旅，“第一棒”至关重要。
本次任务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
执行地球逃逸轨道发射，对火箭的入轨
精度要求更高。“如果将火箭入轨比作
投篮，这次的难度就像从上海投球到位
于北京的篮筐中，篮球不仅要准确入

筐，还要以特定的角度和速度。”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专家魏远明说。

配备精良装备，才能精准“问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陈春亮介绍，天
问二号探测器上配置了中视场彩色相
机、多光谱相机等11台科学设备，助力
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对小行星和主带
彗星进行探测，获取科学数据。

由于小天体引力非常弱小，坚硬表
面易造成探测器反弹，而松散表面又难
以阻止探测器下陷，探测器的控制必须
精准。据介绍，探测器将采用“边飞边
探边决策”的策略，从距离目标天体约
2000千米开始，基本自主开展目标天
体精准捕获、逐步接近、科学探测和样

品采集。
“实施天问二号任务，推动星际探

测征程接续前进，迈出了深空探测的新
一步。”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说，任务
实施周期长，风险难度大，后续还将经
历10余个飞行阶段。在完成小行星采
样任务后，天问二号返回舱预计于
2027年底着陆地球并完成回收；此后，
主探测器将按计划继续飞行，前往主带
彗星311P开展后续探测。

从天问一号火星“首秀”，到天问
二号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
旅，中国航天人正以“日积跬步”的
创新与积累，向着浩瀚深空不断求
索，揭开更多宇宙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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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29日电 中高考日益临
近，有的考生可能会出现紧张、心情压抑、
睡眠不佳、食欲异常等情况。专家表示，迎
考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属于正常现象，考生
和家长应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同时通过科
学的释压方法积极调节，轻松上阵应对考
试。

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
孙凌表示，适度的紧张和焦虑有助于保持大
脑的兴奋状态，可提高注意力和思维运转能
力。考生和家长面对紧张情绪时不要害怕，
应积极接纳自己的情绪、身体反应和睡眠状
况。

孙凌表示，考生要保证规律作息，不熬
夜，建议午休时长不超过1小时；要合理饮
食，均衡营养，避免摄入垃圾食品，也要避
免过度进补；要进行适度的户外运动，保证
大脑供血供氧充足，有效释放不良情绪。

专家建议，考生在紧张地学习后，需要
适当放松。“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
些自己感兴趣的事。这绝不是浪费时间，反
而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兴奋，是提高学习效率
的必要保证。同时考生应与同伴保持交流和
沟通，同伴间的倾诉、分享与共情是对彼此
很重要的心理支持。”孙凌说。

此外，科学的释压方法可以有效缓解紧
张焦虑。除了听音乐、洗热水澡、画画、做
烘焙、做家务、闭目养神等舒缓压力的方式
外，考生可以尝试4-7-8呼吸法，即吸气4
秒—屏息7秒—呼气8秒，重复3至4次。

出现失眠状况时，考生可以通过温热毛
巾敷后颈或双手泡在45摄氏度的温水中，快
速激活副交感神经；也可以调整睡姿助眠，
把枕头调低5厘米，侧卧蜷成婴儿睡姿。

专家提示，家长应保持熟悉的家庭氛围
和日常节奏，为考生提供适度关心，不要谨
小慎微或予以过分关注，避免特殊化对待。
孙凌说：“对于家长，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
自己的生活和情绪，保持和谐稳定的家庭氛
围，做好后勤保障。家长应成为‘稳定的支
持者’，而不是‘压力的放大器’。”

新华社天津 5 月 29 日电 端午
至，粽飘香。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既称

“五月节”，又称“端午节”。一般认
为，“初”与“端”同义，“五”与

“午”同音，五月初五便被称作端午。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五月初五这个

“重日”作为节日？其中蕴含着怎样的
“数字密码”？

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王来华介绍，三国时期的吴国人徐
整在其 《三五历记》 中说：“数起于
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
九。”他对“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的

强调，一直给了后人很深印象。自古
以来，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
月七、九月九，这些由奇数构成的

“重日”，几乎都是重大的民俗节日。
“在汉文化中，一直就有重视奇

数选择以及数字崇拜的传统。古人喜
欢代表光明、生长、发达的‘阳’，而
奇数就代表‘阳’，因而更符合古人的
吉祥愿望。”王来华说，“五月初五这
一天，月、日皆逢五。按《周易》所
言，‘五’象征着积极、向上、刚强和
进取的精神，两个五相加是十，中国
人以十为圆满，希冀十全十美。”

古人曾赋予一些“重日”故事和
内涵，以端午节为例，相传楚大夫屈
原在五月初五投江自尽，百姓们为了
阻止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纷纷
投放粽子、鸡蛋等食物，并划船打
捞，后来演变成了包粽子、赛龙舟等
习俗。这一传说赋予了端午节浓郁的
人文情怀。

“五月初五端午日，安康如意年
年至。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不妨在
节日的纪念和祈福之中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王来华说。

中高考即将来临

这份考前“心理指南”
请收好

端午节蕴含怎样的“数字密码”？

向小行星进发！

天问二号任务发射圆满成功天问二号任务发射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将揭开更多宇宙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