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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窗大世窗··

■ 新华社记者 彭茜 张漫子

元宵佳节，明月高悬。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

是人类开启“星际时代”的第一站。从绕月探测器、无人月

球车到载人登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不曾止步。

在布满大大小小撞击坑的月球表面，月壤上两道浅浅

的车辙向远方延伸——这是我国“玉兔二号”月球车近期传

回的月面图像。“玉兔二号”搭乘的嫦娥四号是人类首个在

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的探测器，“玉兔二号”也是迄今月球

上唯一一个仍在运行的月球车，它已工作超过 4 年，累计行

驶近 1500 米，对外发布各级科学数据超过 940.1GB。

月球车是可在月球表面移动的探测车。上世纪 70 年

代，苏联和美国曾相继派遣月球车登陆月球。世界上首辆

无人月球车是苏联发射的月球车 1 号，于 1970 年 11 月在月

球雨海地区着陆，并一直在该区域工作约 10 个月。苏联又

在 1973 年 1 月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 2 号送上月球静海地区，

工作约 4个月后损坏。这个时期发射的另外 3辆月球车分别

是美国“阿波罗”15 号、16 号和 17 号飞船搭载的载人月球车，

它们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交通工具，供宇航员在月表考

察研究时使用，目前都已失去行动能力。

这之后仅有两辆月球车成功登陆月球，它们都来自中

国，分别是 2013 年登陆的“玉兔号”和 2019 年登陆的“玉兔二

号”。如今，在裸露的岩石和环形山的侧影之间，只有“玉兔

二号”踽踽独行，历经数十个月昼工作期，默默探索着月球

背面的秘密。

今年，中国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规划包括嫦娥六

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我们希望嫦娥六号从月球

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取实现 2000 克的目标。嫦娥七号准

备在月球南极着陆，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取

能找到水。嫦娥八号准备在 2028 年前后实施发射，嫦娥七

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

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器。

一方面是找水，还有一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一种

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境还有什么物质成分

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

“玉兔”今年或将不再孤单，另一只“白兔”将前来月球相

伴。日本企业“i太空公司”的月球表面探测项目“白兔-R”1

号任务的着陆器计划 4 月在月表的阿特拉斯陨石坑软着陆。

该着陆器载有阿联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航天中心的月面探

测车“拉希德”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可变形月面机

器人等。

去年年底进入绕月飞行轨道的韩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

器“赏月”号最近向公众展示了它近距离看到的月球。“赏

月”号近期发回的照片中，远景地球与近景月球表面同框，

就像在月球上欣赏“地出”一般。“赏月”号将在月球上空 100

公里高的轨道执行为期 1年多的探测任务。

美国航天局的小型卫星“月球手电筒”今年也将进入绕

月轨道，利用红外激光脉冲从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的陨石

坑内寻找水冰。此外，美国航天局新一代月球车“挥发物调

查极地探索车”（VIPER）的研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该

月球车与高尔夫球车大小相当，计划 2024 年在月球南极着

陆，在那里执行为期 100 个地球日的探索月球水冰资源任

务。VIPER 是美国重返月球的“阿耳忒弥斯”计划重要组

成，后者旨在最早于 2025 年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

自确认月球存在水冰以来，其含量能否支撑人类在那

里进行长时间探索活动一直是未知数，VIPER 将回答“水冰

在哪里”及“有多少可用”等问题。为执行该任务，VIPER 将

携带多种科学仪器，包括钻头以及可检测水中氢原子的光

谱仪等。

还有多个国家今年将推进月球探索任务。印度“月船 3

号”探测任务几经推迟后暂定今年发射，再度尝试将着陆器

和月球车送往月球南极。俄罗斯也计划今年把“月球 25 号”

探测器送到月球南极勘察水冰资源并验证软着陆技术。它

们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与好奇，共同为揭示月球的秘密而努

力着。

（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那只“玉兔”在月球看到了啥

从绕月探测器、无人月球车到载人登月，人类对
月球的探索不曾止步——

▲ 2月 2日在博览会上拍摄的丹麦玩具企业的玩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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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日在博览会上拍摄的德国玩具企业的玩具产品。

▶ 2 月 2 日在博览

会 上 拍 摄 的 法 国 玩

具企业的玩具产品。

▼ 2 月 2 日在博览

会 上 拍 摄 的 美 国 玩

具企业的玩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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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晶

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时期过多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孩子的
注意力培养和执行功能发育，从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学习成绩。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近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小儿科》
月刊。

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研究人员利用新加坡一项长期
儿童成长追踪研究的数据，分析了其中 437个孩子的大脑发育状
况与使用电子产品时长的关系。这些孩子随访时的平均年龄为
8.84岁，他们分别在 12个月和 9岁完成了神经发育检查，并在 18
个月大时接受过脑电波检查。他们的电子产品使用状况由家长
自行报告，12个月大时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为 2.01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12个月大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对 9岁时注
意力和执行功能的多个测量指标有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１月 30日引述相关研究结论报道，婴儿时期使用电子产品
的时间越长，与 9岁时执行功能发育越差存在关联。

执行功能让人可以“计划、专注、记住指令并同时完成多种任
务”，对情绪管理、学习、学术成就和心理健康等更高层次的认知
非常重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
理教授埃丽卡·基亚皮尼说，执行功能会影响人在社会、学术以及
职业方面的成就。

基亚皮尼说，婴儿很难解读以二维方式呈现的信息，如屏幕
上的信息，也很难区分幻想和现实。她建议家长要更多与孩子面
对面交流，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学习情绪管理，而不是把他们扔
给“电子保姆”。

美国儿科学会先前建议，不要给 18 个月以下婴幼儿使用任
何电子产品，但用于视频聊天的产品除外。

（新华社微特稿）

过多使用“电子保姆”
可能影响婴幼儿今后成绩

·科普·

不准写“法国人”？

据新华社微特稿（海洋）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

道，美联社发布的一则指导新闻写作规范的推文谈及

如何规范指代“法国人”，意外引发群嘲，法国驻美国大

使馆也“下场”回应。美联社已删除该推文。

按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法，上述争议推文发布

在美联社旗下的“美联社写作规范手册”推特账号上。

该推文建议新闻工作者在用英文写作时避免使用“定

冠词+形容词”来指代特定群体，以免带有“非人性化”

色彩，并举“残疾人、穷人和法国人”为错误范例。

美联社是美国最大通讯社，其写作规范手册是美

国新闻从业人员广泛采用的新闻写作参考用书之一。

这则推文近日发出后在社交媒体引发群嘲。不少

人有意用“the French”来开玩笑。美联社删除前，该推

文浏览量超过 2000 万，被转发逾 1.8万次。

四成人想跳槽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德国一项调查显示，尽管

本国经济前景并不明朗，但仍有约 37%“打工人”考虑

今年换工作，年轻人中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更多。

受德国职业平台企业 New Work SE 委托，德国

福沙舆论调查所今年 1 月调查超过 3200 人，得出上述

结论。

德新社近日援引调查结果报道，在 18 岁至 29 岁受

调查者中，打算今年跳槽的比例达 48%；30 岁至 39 岁群

体中这一比例为 40%，而 50 岁以上人群考虑更换职业

赛道的人占比为 19%。

谈及换工作的主要原因，47%是为获取更高收入，

57%提到与目前的高通胀率有关，38%提及开支增加。

另外，42%的受调查女性和 33%的男性对日常工作感到

“压力山大”。

其他跳槽原因包括希望能远程办公以及需要考虑

托儿服务情况。

市场调研机构“调查广度”公司 1 月中旬开展的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59%受调查者表达了跳槽意愿，年轻

人中这一比例更高。

请小心“熊孩子”

据新华社微特稿（杨舒怡）美国一名父亲上周末独

自在家带娃，把手机留给娃玩游戏，接着怪事发生：各

种美食源源不断地送上门，账单越来越多……

这名父亲摸不着头脑，还纳闷为啥外卖员流水一

样上门，到后来才灵光闪现：莫不是 6 岁儿子胡乱点

击，用父亲手机点外卖？！

这件事发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地区。孩子的父母

面对高达 1000 美元的外卖账单，以及冰箱装不下的“巨

量”美食，简直哭笑不得。

母亲克丽斯廷·斯通豪斯 2 月 2 日告诉美联社，儿

子梅森从小聪明，2 岁半就会认字，现在也“比同龄孩子

聪明”。

上月 28 日晚，母亲出门看电影，父亲基思·斯通豪

斯在家带娃。这位父亲把自己的手机给梅森，允许儿

子玩会儿手机再睡觉。不料梅森在外卖平台疯狂点

击，从各种餐馆订购了大虾、沙拉、中东风味烤肉卷、鸡

肉皮塔三明治、辣椒乳酪薯条等各种美食。

由于外卖订单太过密集，美国大通银行甚至怀疑

基思的账户被人盗取。梅森在一家披萨店下的一笔

439 美元订单遭银行拦截，但是他在同一家店下的另一

笔 183美元订单被“顺利放行”。

美国总统拜登定于 2 月 7 日在国

会 发 表 国 情 咨 文 ，邀 请 的 现 场 嘉 宾

中，有一对平凡又特殊的人物：黑人

青年泰尔·尼科尔斯的母亲罗沃恩·

韦尔斯和继父罗德尼·韦尔斯。尼科

尔斯 1 月初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 5

名警察殴打致死，年仅 29岁。

在民权人士看来，尼科尔斯是美

国执法机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又一

名受难者，如同 2020 年遭警察“跪颈

执法”而亡、引爆全美抗议种族主义

浪潮的另一名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

德，以及前后许多类似受害者。

而在尼科尔斯的母亲看来，失去

儿子的伤痛之外，还有一个事实令人

悲哀：打死儿子的 5名警察全是黑人。

“这更让人难受，”她上周接受美

国媒体采访时说，“因为对方是黑人，

他们应该懂得我们都不得不经受些

什么。”

“多元化”改变不了偏见

尼科尔斯死于孟菲斯市。将近

55 年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

德·金在这里遇刺身亡。据《华盛顿

邮报》报道，孟菲斯市现有 64%人口

为黑人，为了尽量与人口比例匹配，

经数十年努力，市警察局近 2000 名警

员中如今 58%为黑人，现任局长塞雷

琳·戴维斯也是黑人。但这并不能改

变长期以来美国执法机构等公权力

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基因”，浸淫其

中的黑人警察也不由得被同化。

“执法部门（族裔）多元化当然无

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民间团体“勘

测警察暴力”组织主席塞缪尔·西尼

安圭说。

他指出，美国警察系统内有许多

因素导向警察执法过程中对有色人

种“区别对待”。比如，辖区在有色人

种居民更多社区的警察会得到“特殊”工作指示；警察进行拦

截交通违规车辆之类执法时，拥有较大自主裁量权，这容易

让固有偏见发挥作用。

1 月 7 日晚 8 时过后，尼科尔斯驾车经过一个路口时被几

名警员拦下，后者声称他涉嫌违反交通法规，把他从车内拽

出，对他拳打脚踢，用警棍和电击枪击打。警方后来公布的

监控摄像头和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尼科尔斯遭殴打大约 3

分钟，过程中不止一次声辩“我什么也没干！”又高喊“妈妈！

妈妈！”

殴打停止后，尼科尔斯戴着手铐，最后瘫倒在地。有救

护人员到场，却没有立即查看尼科尔斯情况或施以急救。

三天后，尼科尔斯在医院不治身亡。

悲剧重演，只因歧视固化

美国不少主流媒体注意到，与近年来几宗引起舆论密切

关注的黑人遭暴力执法致死案件不同，事发后，孟菲斯警察

局相对迅速地公布视频并处分涉事警察。

5 名直接参与殴打尼科尔斯的黑人警员上周被开除，所

在县检察部门已对他们提起刑事控告，指控罪名包括二级谋

杀、绑架、人身伤害、渎职、职务压迫。

也许为了安抚民心，由民主党人担任主席的美国国会

“黑人核心小组”邀请尼科尔斯父母出席总统发表国情咨文

仪式。但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姿态。弗洛伊德的求救声“我无

法呼吸”言犹在耳，但真正的改变仍在远处。

罗沃恩说，殴打她儿子致死的黑人警员“让他们自己的

家族蒙羞”。她说，不会放弃追究所有参与施害者的法律责

任，包括那些当时在现场却袖手旁观的其他警员，当中有黑

人，也有白人。

在明尼苏达州运营“乔治·弗洛伊德全球纪念馆”的珍妮

尔·奥斯汀说，每次发生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事件后，警

方习惯将责任归咎于个别警员，而非涉事警员背后的整个体

制。她告诉《华盛顿邮报》：“我担心的是，在孟菲斯发生的事

将重演明尼阿波利斯的故事，当（“跪杀”弗洛伊德的）德雷

克·肖万和其他（三名）警员受到指控后，（警方）叙事就把整

个警察局的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这是一种公关策略。”

她说，民权人士多年来一直就美国这种制度性种族主义

现象发出警告，“整个执法系统的体制和风气一直在规训其

中人员的思想，导致不论何种肤色的（警察），都按照规定方

式行事”。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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