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周六做客齐鲁大讲坛

向向木木星星发发射射探探测测器器
中中国国还还有有多多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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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4日讯（记者 张
榕博） 中国实现了“嫦娥登月”，下
一步将如何推进探索火星、木星与
太阳的一系列计划？7月8日（周六）
上午9点30分，在山东博物馆学术报
告厅，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我国著
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将做客第141期
齐鲁大讲坛，以“中国的探月梦”为
题，为听众揭秘中国的探月工程以
及向太空更深处的探测设想。

中国大陆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
箭2日晚发射失败，11月能否将嫦娥
五号月球探测器送上太空面临变
数，不过这一“插曲”不会影响中国
利用自身科学技术向太空深处探索
的步伐。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战略
分为“探、登、驻”三阶段，“探”即无
人月球探测，“登”就是载人登月，

“驻”就是短期驻扎。
嫦娥一号相继解决了关键技术

突破，科学目标与发射、轨道制定，
以及取得科学成果等关键问题，并

顺利实现了“嫦娥探月”。进入探月
新阶段，我国又相继完成了嫦娥二
号影像拍摄、回传，嫦娥三号落月着
陆。在此期间，我国载人航天和月球
探测工程的多型宇航器已经多次进
入到地月空间，嫦娥二号卫星甚至
穿越了拉格朗日点以远的太空，但
这些并不能代表中国航天已经超越
了地月空间范围。只有完成了火星
探测任务，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表明
中国已迈入深空探测时代。

我国的“火星计划”进展如何，
接下来我国还会探测木星甚至更远
的太阳么？7月8日上午9点30分，“嫦
娥之父”欧阳自远将在山东博物馆
一楼学术报告厅做客齐鲁大讲坛进
行详细解读。

齐鲁大讲坛由山东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山东博物馆联
合主办,以“搭建思想平台、共享精
神财富”为宗旨,每期邀请一位嘉宾
担任主讲。大讲坛坚持公益性原则，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本报讯 当公益遇上大数据，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7月4日，由阿里巴巴联合本报及全国
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天天正能量”公
益平台，在河南郑州正式对外发布，推出了中国
公益领域首个大数据开放平台——— 网络公益大
数据平台。

该平台分为公益捐赠、公益众筹、公益行
动、公益动态四个维度，由阿里云提供技术支
持，每天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采集公益领域的
活跃信息，对全国各地公益动态和热点事件实
时监测，将公众的公益偏好、不同地区的公益需
求和特点，以可视化的方式动态呈现出来。

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公众、政府、公益机
构、企业CSR等均可进入平台，实时获取全国公
益整体数据及最新动态，也可以直接点击地图
上的某个具体省份，通过公益参与人数、每日善
款流向、公益关注领域等数据，了解当地公众的
公益情况。

目前，网络公益大数据平台已正式上线。全
网当前正在进行的公益捐赠项目有13200多个，
正在进行的公益活动为20700多个，其中公众最
喜爱的三个公益方向分别为助学（32%）、安老
助残（29%）、助医（22%），公益组织关注最多的
三个领域则分别为关爱服务（41%）、绿色环保

（39%）、文化教育（13%）。
“天天正能量之所以决定打造这样一个数

据平台，就是希望依托阿里巴巴的平台优势，为
中国的公益事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进
一步降低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增强公益的针
对性，让每一个人都能更方便、更准确地参与公
益活动，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更迅速、更
安全地得到帮助。”阿里巴巴集团公益责任事业
部总监、天天正能量平台负责人王崇和说。

网络公益大数据平台的发布，也引起了公
益领域权威专家的关注。公益时报总编辑赵冠
军表示，互联网重新构建社会关系，公益事业也
不单纯是帮助人一餐饭、一套衣，更为强调的是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改变，同样是在构建
新的社会关系，基于网络公益的大数据平台建
设，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公益事业乃至中国
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阿阿里里发发布布中中国国首首个个

公公益益大大数数据据开开放放平平台台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现任中科院地化所研究员、国家天文台高级顾问、贵
州省科协荣誉主席，兼任北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工大、浙大等12所高校兼职教授。

1964-1978年，欧阳自远负责我国地下核试验选场、爆炸过程模拟、防止地下水污染与综合地质效应研
究，两次爆后均验证成功。自1958年以来系统开展各类地外物质、月球科学、比较行星学和天体化学研究，取
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是我国天体化学学科的开创者。

近二十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月球探测与太阳系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的制订，设计我国首次月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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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绕月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现为中
国月球探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多项科学技术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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