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庄 遗 址 位 于 河 南 省
商 丘 市 永 城 市 以 东 约 10 公
里的苗桥镇曹楼村，地处豫
东 平 原 ，地 势 平 坦 ，北 临 睢
水故道。在这里，发现了具
有 丰 富 礼 制 内 涵 的 大 汶 口
文化遗存，折射出显著的社
会 分 化 ；特 殊 的 葬 制 葬 俗 ，
也 反 映 了 一 种 独 特 的 文 化
类型。近日，王庄遗址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唤醒沉睡数千年的古遗址

1958 年 春 天 ，在 豫 东 地
区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 河 南
永城王庄，当地一个王姓农
民正在挖藕塘，忽听“当”的
一声，铁锹碰到一个坚硬的
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件
方 形 筒 状 像 石 头 一 样 的 物
件。他并没把这当回事，拿
回 去 给 小 孩 当 玩 具 了 。 再
后来，这件东西不小心掉进

粪 池 里 ，渐 渐 被 人 们 淡 忘 。
说来也巧，几年后在清理粪
池 时 ，这 块“ 石 头 ”又 被 挖
出，一个路过的旧货商刚巧
看 到 ，以 27 元 的 价 格 买 走
了它。多年后，考古队员在
王 庄 遗 址 调 查 时 听 到 这 个
故 事 ，惋 惜 不 已 ，因 为 他 们
知 道 那 是 一 件 史 前 时 期 的
重器——玉琮。

在人们以往 的 印 象 中 ，
豫 东 、鲁 西 南 地 区 的 早 期
遗 址 大 多 地 势 较 高 ，形 似
大 土 堆 而 被 称 作“ 丘 ”或

“ 堌 堆 ”。 其 实 这 是 由 于 黄
河历代改道和决堤泛滥，古
人不得不择高地而居，并因
此 造 成 古 遗 址 地 势 不 断 抬
升，高于周围地表。正因如
此，人们没想到在一马 平 川
的永城王庄附近，地下竟然
会埋藏着一座史前时期的大
型聚落。

事 情 的 转 机 出 现 在
2021 年。是年，永城市苗桥
镇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集
中整治农村环境时，意外地
在王庄村南池塘南岸挖到一
批 古 玉 ，包 括 双 联 玉 璧 、玉
瑗 、玉 坠 等 ，同 时 出 土 的 还
有 部 分 骨 器 及 彩 绘 陶 片 。

苗 桥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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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就
地封存出土文物，上报永城
市文物管理部门，并联系到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院 考 古 研 究
所研究员岳洪彬、首都师范
大学教授袁广阔、河南省文
物 局 研 究 员 张 志 清 等 考 古
专家，对王庄遗址的历史价
值 与 学 术 意 义 作 出 科 学 的
评 估 。 由 上 述 专 家 酝 酿 推
动 的 河 南 永 城 王 庄 遗 址 联
合考古发掘随即拉开序幕。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

众 所 周 知 ，能 够 出 土 玉
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往往
级别都非同一般。因此大家
一开始就判断，王庄遗址很
可 能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史 前 聚
落，也对接下来的发掘满怀
期待。然而，实际的发掘过
程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顺利。

2023 年 春 ，联 合 考 古 队
进驻王庄遗址后，首先将目

光 投 到 早 前 出 土 大 量 玉 器
的 村 南 池 塘 。 考 古 队 抽 干
了池塘里的水，并沿池塘南
岸 边 缘 切 出 了 一 个 长 长 的
地层剖面，希望通过观察土
层变化，寻找重要的遗迹现
象，同时也想看看池塘底部
是 否 有 残 存 的 早 期 墓 葬 。
耕 土 下 有 一 层 厚 1 米 —1.5
米的黄河淤积层，其下至少
有 三 到 四 层 夹 杂 大 量 红 烧
土颗粒的黑土层，最深处距
现今地表 4 米左右。由此可
见，这个遗址的地层堆积比
较 丰 富 。 2023 年 4 月 ，在 村
南池塘底部的清理工作中，
虽然未能发现早期遗迹，但
采集到了 1 件残损的玉钺及
数 件 史 前 玉 器 的 残 片 。 这
使得考古队员坚信，村南池
塘 附 近 应 该 就 是 遗 址 的 核
心区所在。

5 月中旬，考古队在此布
设了两个探方，开启了王庄
遗址的正式发掘。清理完现
代垫土层、黄河淤积层后，考
古队很快发掘到文化层。这
里的地层堆积与村南相似，
淤 沙 层 下 依 然 是 较 厚 的 黑
土 层 。 经 过 近 一 个 月 的 发
掘后，考古队员不禁有些失
望——这里地层中的包含物
甚 少 ，除 了 少 量 晚 期 扰 坑
外，也不见 像 样 的 遗 迹 。 考

古 队 立 即 沿 村 南 池 塘 南 岸
布 设 了 两 排 共 12 个 探 方 ，
决 定 将 下 一 步 发 掘 的 重 心
转移到那里。

6 月 10 日 ，当 地 麦 收 完
成 ，考 古 队 即 刻 破 土 动 工 。
大 家 对 即 将 开 展 的 考 古 工
作 充 满 无 限 憧 憬 。 从 前 期
调 查 来 看 ，以 前 出 土 玉 器 、
骨 器 及 彩 绘 陶 片 的 地 点 主
要在村南池塘西段，推测那
里 极 有 可 能 是 一 处 新 石 器
时 代 墓 地 。 而 2022 年 当 地
整 治 坑 塘 时 发 掘 出 的 那 批
玉 器 、彩 绘 陶 片 等 文 物 ，考
古 队 员 判 断 应 出 土 于 一 座
大 汶 口 文 化 墓 葬 。 循 着 这
条线索，似乎只要在村南池
塘附近开展发掘，一个重大
的考古发现就唾手可得。

仲 夏 的 豫 东 ，骄 阳 似
火，王庄村南的发掘工作也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按 照 地
层发掘顺序，考古队员开始

在 村 南 地 点 依 次 清 理 现 代
耕 土 层 、黄 河 淤 积 层 ，随 后
开始文化层的发掘。这时，
一 座 东 周 墓 葬 逐 渐 显 露 出
来，表明此处在东周时曾作
为 墓 地 使 用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这里的晚期地层中发现
了 较 为 丰 富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陶片，东周墓葬的填土中也
出 土 了 两 件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磨制石器，下层的早期遗迹
好像“呼之欲出”。

8 月，在大家的期盼中，
村 南 地 点 的 发 掘 工 作 进 入
最 后 阶 段 。 然 而 ，情 况 却
变 得 有 些 微 妙 —— 好 几 个
探 方 的 东 周 阶 段 地 层 堆 积
下 ，都 露 出 生 土 的 迹 象 。

“ 生 土 ”是 指 未 经 人 为扰动
的原生土壤，一般见到 生 土
就 意 味 着 发 掘 工 作 的 结
束 。 8 月 中 下 旬 ，村 南 地
点 多 数 探 方 的 发 掘 工 作 相
继 宣 告 结 束 ，然 而 直 到 此
时，众人翘首以盼的大汶口
文化墓葬也未见踪迹。

正 在 山 重 水 复 疑 无 路
之时，原本作为临时发掘地
点的村中探方，此刻 却 出 现
值 得 关 注 的 迹 象 。 在 这
里 ，考 古 队 员 清 理 完 东 周
地 层 后 ，突 然 发 现 一 排 早
期 陶 器 露 出 地 表 。 得 知 这
一 消 息 后 ，袁 广 阔 与 岳 洪

彬 立 即 赶 赴 现 场 ，指 出 这
应 该 是 一 座 史 前 时 期 的 大
型墓葬，后来的发掘也证实
了 他 们 的 判 断 。 与 此 同
时 ，大 墓 周 围 的 东 周 地 层
下 面 及 灰 坑 底 部 ，越 来 越
多 的 陶 器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 出 来 —— 原 来 这 里 才 是
考 古 队 苦 苦 寻 找 的 大 汶 口
文化墓地。

“有意打破”的罕见葬俗

11 月 ，遗址的勘探工作
也 有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 通 过
密集钻探，在遗址核心区即
王庄村周围，发现一座中型
环 壕 遗 迹 ，其 平 面 总 体 呈
圆 角 长 方 形 ，东 西 宽 250
米 ，南 北 长 350 米 ，总 面 积
约 8 万 平 方 米 。 以 此 为 基
础 ，考 古 队 向 外 围 展 开 探
查 ，至 12 月 底 初 步 探 明 遗
址 介 于 武 庙 、王 楼 、前 曹 楼
等 几 个 村 庄 之 间 ，东 西 宽
500 米 ，南 北 长 1300 米 ，总
面 积 达 63 万 平 方 米 。 由 此
确认，王庄遗址不仅仅是一
座大墓，而是一个史前时期
的大型聚落。

与 此 同 时 ，村 中 大 汶 口
文 化 墓 地 也 不 断 有 惊 人 的
发现。11 月中旬，考古队清
理 遗 址 中 最 大 的 墓 葬ⅣM3
时，在墓室中部发现一组石
圭 ，其 形 式 有 尖 首 、平 首 两
类 ，与 后 世 的 玉 圭 如 出 一
辙，专家认为这是迄今国内
考 古 发 现 最 早 的“ 圭 ”。 12
月 初 清 理 墓 葬 ⅣM6 时 ，考
古 队 发 现 一 组 由 30 多 件 玉
璧 、玉 珠 、绿 松 石 片 组 成 的
面饰，覆盖于墓主的额头与
面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墓 主 的 左 右 眼 眶 处 分 别 覆
盖 着 两 件 玉 璧 。 古 人 死 后
下葬时有遮掩面部的习俗，
所用之物被称为“覆面”，由
于 其 核 心 功 能 在 于 遮 挡 眼
睛，因此又称“幎目”。王庄
遗 址ⅣM6 出 土 的 玉 面 饰 显
然已具备覆面的核心功能，
可 以 确 认 是 目 前 国 内 发 现
年代最早的玉覆面。

随 着 考 古 发 掘 的 推 进 ，
王 庄 遗 址 大 汶 口 文 化 墓 地
所 显 现 出 来 的 葬 俗 葬 制 也
更 加 令 人 惊 讶 。 考 古 队 在
这 处 墓 地 发 现 了 较 为 罕 见
的 墓 葬 间“ 有 意 打 破 ”现
象。简单来说就是，后人在
营 建 墓 室 时 会 有 意 挖 开 早
期的墓穴，并保留早期墓主
的骨骼及随葬品，再次埋葬
新的逝者，从而形成上下两
层墓葬墓主骨骼相叠，两墓
随 葬 品 连 续 堆 放 的 奇 特 景
象 。 这 种 葬 俗 目 前 在 其 他
大 汶 口 文 化 遗 址 中 还 没 有
见到，是史前时期王庄聚落
群体特性的文化表现。

如 今 王 庄 遗 址 的 考 古
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
政府依托考古发掘成果，启
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
以 期 让 更 多 民 众 了 解 这 片
古老土地的厚重历史。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提起线虫，人们马上就想到蛔虫、
丝虫等寄生虫，也许还有导致松树枯
萎的食松虫、影响作物收获的根肿线
虫、引起玉米和大豆连作障碍的异皮
线虫，等等。许多人都会由此得出一
个结论：线虫是害虫。

但是，近十年来，研究人员经过多
种研究与实验，在这种“害虫”的身上
找到了对人类有益的地方。于是，利
用寄生在昆虫身上的线虫来防治害虫
成了热点，线虫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生
物农药”。

运送毒素“弹头”的导弹

线虫是线虫纲生物的总称，大小一
般约 1 厘米，个别寄生在大型哺乳动物
身上的线虫可达 2 米。线虫几乎无孔不
入，在温泉中可以找到它，在喜马拉雅的
冰河以及南极也发现过。尤其是生存在
土壤中的线虫，作为土壤微生物的一种，
起到了自然界“清道夫”的作用。

目 前 ，人 类 已 知 的 线 虫 约 有 1 万
种，不过，在种类如此繁多的线虫中，
能够充当“农药”的，却只有昆虫寄生
性线虫等有限的几种。

线虫是如何杀死昆虫的呢？
线虫一般以薄壳幼虫的形态侵入

幻虫期的昆虫体内。大多数线虫是在
昆虫摄取植物的叶和根部时，一起被
吃进去的，也有从动物的肛门或气门
等进入的。昆虫呼吸时排出的二氧化
碳，排泄物中所含的尿酸、精氨酸等，
都可能吸引线虫。

薄壳线虫进入昆虫体内后，在肠道
中脱壳，随后进入更深处，排出自身带
有的共生细菌。细菌迅速增殖，而线
虫吃掉这种细菌后也迅速增大。昆虫
受到细菌感染后会因败血症而死亡。
研究人员比喻说，线虫就像带有雷达的

“导弹”，与其共生的细菌则是“弹头”。

线虫“农药”

由于线虫是在幼虫时寄生于昆虫
体内，在被寄生的昆虫尚未生长到成
虫 时 将 其 杀 死 的 ，因 此 它 们 的“ 副 作
用”很小。线虫和细菌都是在昆虫体
内增殖，超过 33 摄氏度时无法生存，因
此，它们几乎不会残留在作物中。人
和哺乳动物、鸟类等即使吃下线虫也
没有什么危险。此外，线虫本身还有
一个特殊本领，它们可以“侦察”被寄
生的对手，与化学农药相比，线虫的这
种能力对杀灭潜伏在卷心菜中的棉铃
虫、啃食植物根部的象鼻虫等土壤害
虫，以及天牛等对树木和果实有穿孔破
坏性的难除害虫，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农林水产省林业试验场的研
究人员利用线虫这一特性，研究用于
杀 灭 导 致 松 树 枯 萎 的 天 牛 的 松 木 线
虫，目前已获得 100%的杀虫效果。

众所周知，过去 人 们 研 制 的 化 学
农 药 存 在 两 个 突 出 问 题 。 一 是 害 虫
很快就会产生抗药性，使化学农药失
效 ；二 是 在 杀 死 害 虫 的 同 时 ，部 分 化
学 农 药 会 残 留 在 作 物 表 面 或 进 入 其
内部，产生“副作用”，给人类和牲畜带
来不良影响。

利用线虫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它
们最大的特点是，被寄生的害虫难以产
生“抵抗性”，对人类及牲畜无副作用。

线虫农药对一些有益的昆虫会不
会产生不良影响呢？日本研究人员利
用蜜蜂进行了实验。他们将线虫直接
放在蜜蜂体内，结果蜜蜂无一死亡。

与化学农药并用效果更佳

线虫农药和普通农药一样，也是喷
洒到田地和作物上的。一般来说，如
果喷洒到地表的作物上，每平方米需
喷洒 10 万至 20 万条线虫，如果喷洒到
土壤中，则需 100 万至 500 万条。

日本以卷叶蛾和金龟子等难以杀
灭 的 害 虫 为 主 ，进 行 了 大 面 积 实 验 。
结果表明，部分地区效果显著，部分地
区则效果一般。研究人员认为，效果
优劣与使用的线虫种类，以及喷洒的
日期与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温度高、
紫外线强的夏季最好不要用。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将喷洒线虫
农药与喷洒化学农药结合起来，杀虫
效果会更佳。例如，对于卷心菜中的
棉铃虫来说，不论是化学农药，还是线
虫农药，单独使用时，效果都不太理想，
而 两 者 结 合 使 用 时 ，则 可 达 到 接 近
100%的杀虫效果。这一发现为人们提
供了综合防治作物虫害的新途径。这
对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进而消除对
作物的“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繁殖线虫？

线虫农药的作用已被人们广泛认
识，然而，要使线虫农药实现实用化，
必须进行大量繁殖。采用什么方法繁
殖 线 虫 呢 ？ 在 普 通 的 细 菌 培 养 基 中
放入牛和猪的肝脏和肾脏片，线虫就
会 大 量 繁 殖 起 来 。 美 国 采 用 烤 焙 用
嫩 鸡 的 非 可 食 用 部 分 ，将 其 绞 成 馅 ，
放在海绵上培养线虫，既解决了废弃
物的处理问题，又繁殖了大量线虫，一
举两得。

薄 壳 线 虫 的 幼 虫 还 可 长 期 保 存 。
在湿度为 100%，温度为 8 至 10 摄氏度的
条件下，只要供给氧气，幼虫可存活 3
年。线虫被从繁殖部门运到使用地区
一般采用冷冻式运输，但这种方法只适
合大面积喷洒，不适合普通农民使用。

为此，日本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胶
囊式线虫贮存装置。这种胶囊式贮存
装置实际上是一种塑料薄膜，将线虫
装入其中，使线虫处于睡眠状态，然后
运送到所需地方，直接撕开这种薄膜，
线虫会自动爬出，进入害虫体内。还
有的国家提出利用线虫烘干得当就不
会死亡的特点，将线虫变成粉末状和
粒 状 进 行 贮 存 。 使 用 时 只 要 放 入 水
中，线虫就会恢复原貌。

此外，为了提高线虫的生存率，许
多国家还在研究紫外线保护剂、烘干
保存剂；研究将线虫与化学农药混合
在一起的生物农药制剂；研究利用昆
虫喜欢的饵料及气味，来提高昆虫被
线虫寄生概率的方法，等等。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这剂“生物农药”会为农
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国家
航天局原局长、载人航天工程副
总指挥、导弹控制技术和航天工
程 管 理 专 家 ……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栾恩杰的很多头衔，都和航天
事业分不开。

航天之外，栾恩杰曾出版《村
子诗集》。他用激昂豪迈的笔触，
描绘了心中辽阔无垠的星辰大海。

栾恩杰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
写道：“我于诗词并不精通，只是
一个爱好。一首好词，其韵合词，
读起来有似铁珠落地，铿锵之响，
给人有清脆、振奋之感；有似涓涓
细雨，潺潺之声，让人心醉。”

“虚度花甲无滋味”

“ 地 球 耕 耘 六 万 载 ，嫦 娥 思
乡五千年。残壁遗训催思奋，虚
度花甲无滋味。”距离创作《为探
月 工 程 批 复 而 作》已 经 过 去 20
年，栾恩杰仍能激情澎湃地高声
朗诵出来。

2004 年 1 月，探月工程获批正
式启动的那一天，他写下了这首
诗，记录心中的激动与感慨。那
一年，已经 64 岁的栾恩杰又多了
一个头衔——探月工程总指挥，
当时他担任国家航天局局长。

年到花甲，还能干啥？“60 岁

那年，我认真地考虑过退休后的
生活。”栾恩杰说，“但是，党对我
的恩德太厚太大，我为党办的事
太 少 太 薄 ！”他 直 白 而 热 烈 地 用

“ 虚 度 花 甲 无 滋 味 ”这 句 话 表 达
了内心的强烈使命感。

作 为 探 月 工 程 的 主 要 倡 导
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栾恩杰提出
我国月球探测“探、登、驻（住）”
三大步走和“绕、落、回”三小步
走的工程实施技术发展路线，并
将其命名为“嫦娥工程”。

其中，“绕”是探月工程一期，
主要任务包括研制和发射月球探
测卫星，突破绕月探测关 键 技 术
等；“落”是探月工程二期，主要
任务包括突破月球软着陆、月面
巡视勘察、深空测控通信与遥操
作等关键技术；“回”是探月工程
三期，主要任务是首次月球样品
自 动 取 样 返 回 探 测 。 包 括 突 破
并 掌 握 小 型 采 样返回舱、月表钻
研机、月表采样器等的研发和应
用，并采集关键性样品返回地球。

按 照 计 划 ，由 嫦 娥 一 号 、三
号、五号等 3 个奇数序号的探测
器来完成这 3 次任务。如果奇数
序号的探测器成功完成任务，后
面 那 枚 用 作 备 份 的 偶 数 序 号 探
测器就会被赋予另外的任务，收

获一些额外的科学成果。
令 他 感 到 欣 慰 的 是 ，如 今 ，

“绕、落、回”三小步任务已经圆
满 收 官 。“ 期 待 嫦 娥 六 号 以 后 的
常态化探索能带给我们更多、更
大的收获！”他说。

“一万铁骑仰天酹”

《为 探 月 工 程 批 复 而 作》一
诗以铿锵有力的“何曾惧却无后
助，一万铁骑仰天酹”作为结尾，
寓意深远。

2007 年 11 月 5 日，对于中国航
天事业和栾恩杰个人而言，都是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这一
天，嫦娥一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了

绕月飞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
上 少 数 几 个 能 够 独 立 开 展 月 球
探测活动的国家之一。

嫦娥一号发射后，当卫星进
入 月 球 引 力 区 时 ，需 要 及 时“ 刹
车”，确保它能够被月球引力“捕
获 ”。 该 技 术 的 一 大 难 点 是 ，如
果“刹车”时机过早，卫星可能会
游离到太空，过晚则会撞上月球。
正是因为这一难点，在嫦娥一号任
务之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第一次发
射探月卫星就能获得成功。

成功实现“刹车”，需要确保
飞 行 器 精 确 感 知 、测 量 和 控 制 。
对 此 ，栾 恩 杰 表 示 ，这 无 疑 是 对
整个工程团队的巨大考验。

为 了 确
保 项 目 万 无
一 失 。 嫦 娥
一号发射前，
栾 恩 杰 带 领
团 队 进 行 了
近 30 次各类
大型试验，以
做 好 充 足 的
预 案 演 练 准
备。最终，事
先 准 备 的 84
项 故 障 模 式
预 案 一 个 也

没用上。每一次的竭尽全力，成
就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丽之梦。

何曾惧却无后助！除了身后
的那支队伍，栾恩杰还有更加强
有力的“后助”。

当年，父亲病重期间，栾恩杰
回家看望。“我告诉父亲，如果这
次发射成功，就可以多陪他一天，
如果任务有差错，就必须立刻动
身返回工作岗位。”栾恩杰回忆。

第 二 天 ，当 他 来 到 病 床 前 ，
已 经 不 能 起 身 的 父 亲 兴 奋 地 向
他拍手示意，意思是他可以多待
一天了。原来，广播里刚刚播报
了 发 射 任 务 圆 满 成 功 的 消 息 。
栾恩杰说：“那一刻，我真实地体
会到全国人民对航天的期许、支
持，甚至偏爱。”

对每一位航天人而言，走进发
射场就像走进了考场，每一次任务
的结果就是他们交上的答卷。“我
们拿的是国家的钱，干的是党托付
给我们的任务，面对的是 全 国 人
民对我们的考核。无论如何，一
定要争取成功！”他强调。

“待到四子王旗会”

嫦娥一号任务结束后，栾恩
杰 力 主 让 所 有 的 一 线 老 同 志 撤
离 岗 位 ，把 工 作 交 给 年 轻 人 ，到

二线去做参谋。
“ 嫦 娥 一 号 的 成 功 ，意 味 着

我们完成了‘绕’的任务，探索出
了 一 条 符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月 球 探
测技术路线，也形成了一支专门
的深空探测人才队伍。”当时，栾
恩 杰 这 样 动 员 大 家 说 ，“ 人 才 的
培养是我们持续进步、不断发展
的基本保证。”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一代又
一代深空探测人才成长起来，为
我 国 深 空 探 测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做
出了重要贡献。

2013 年底 ，作为探月二期的
主 任 务 ，嫦 娥 三 号 完 成 地 月 转
移 、绕 月 飞 行 和 动 力 下 降 后 ，在
月 球 虹 湾 预 选 着 陆 区 安 全 软 着
陆 。 巡 视 器 成 功 驶 离 着 陆 器 并
互拍成像，完成中国航天器首次
地外天体软着陆与巡视勘察，实
现了“落”的目标。

2020 年底 ，嫦娥五号发射后
相继完成月球采样与封装、月面
起飞入轨、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
样品转移，以及重返地球等多项
任务，携带 1731 克月球“土壤”返
回地球，“回”的目标如期达成。

2020 年 12 月，内蒙古四子王
旗寒风凛冽，气温低至零下 30 多
摄氏度，嫦娥五号准备在这里着
陆。已经 80 岁的栾恩杰提出要
去着陆区，同事和家人都担心他
身 体 受 不 了 ，纷 纷 劝 他 别 去 了 。
但 他 最 终 还 是 坐 着 火 车 一 路 奔
波，深夜抵达了着陆区。

“我是来接嫦娥回家的。”栾
恩 杰 深 情 地 说 ，“ 我 等 这 一 天 已
经 等 了 16 年 ，这 是 我 们 航 天 人
对祖国的承诺。”

梦想实现的这一天，栾恩杰
吟 诗 道 ：“ 待 到 四 子 王 旗 会 ，工
程大计好收官！”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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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甘 晓晓

科技大观

□□王王 淼淼

日趋实用的日趋实用的““生物农药生物农药””
——线线虫虫

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

□□朱光华朱光华

20062006 年年 22 月月 1010 日日，，被列为我国未来被列为我国未来 1515 年年““1616 项重项重
大科技专项大科技专项””的月球探测工程终于有了自己的标识的月球探测工程终于有了自己的标识。。
图为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将纸鸽放在标识上图为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将纸鸽放在标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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