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应全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5

新华社西昌1月9日电（记者 喻菲
杨春雪 刘艺炜）中国9日发射了一颗
新的天文卫星，将采用一种从龙虾眼获
得灵感而研发的全新探测技术，捕捉宇
宙中如烟花般时隐时现、转瞬即逝的神
秘现象，揭示宇宙鲜为人知的一面。

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送入太空的爱因斯坦探针
卫星重1.45吨，大小如一辆大型越野
车，外形像一朵有12片花瓣盛开的双
蕊荷花。

已从事30多年空间天文研究的卫
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袁为民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漂
亮的卫星，‘花瓣’是12台宽视场X射
线望远镜，‘花蕊’是两台后随X射线望
远镜。”

这些望远镜组成了一座空间天文
台，它将帮助科学家捕捉超新星爆发出
的第一缕光，搜寻和精确定位引力波
源，发现隐藏的黑洞以及宇宙中更遥
远、更暗弱的天体和现象。黑洞和引力
波都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曾作出的
重要预言，卫星因此而得名。

狂暴的宇宙

从小喜欢仰望灿烂星河的袁为民
说，人眼能看到的星空静谧祥和，但实
际上宇宙里有很多剧烈的天体活动，例
如超大质量恒星死亡时的爆炸，黑洞撕
裂并吞噬恒星，奇异的中子星、黑洞相
互碰撞并合……

公元1054年，北宋宫廷天文学家
就记录过一次可与明月争辉的超新星
爆发事件，近千年后人类发现了它的遗
迹——蟹状星云和其中的中子星，成为
中国对世界天文研究的重大贡献。

“这种爆发天体是组成宇宙的一部
分，产生于天体演化以及致密天体形成
和演化的关键阶段，我们对其中一些物
理本质和过程仍不清楚，它们可作为宇
宙学、星系研究的探针，也是探索极端
条件下物理规律的实验室。对它们的
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宇宙由什么构
成、什么物理规律支配着宇宙的运行，
以及宇宙如何开始与终结这些最基本
的科学问题。”袁为民说。

他说，这些神奇的爆发天体和现象
往往发出X光，但X光无法穿透地球大
气层。直到人类有能力将探测器送入
太空，才在X射线波段发现了宇宙各处
如烟花般不停闪耀的另一面。

太空中的“龙虾眼”

这些爆发天体和现象通常是突然出
现、不可预期的，被称为暂现源。目前科
学家已发现的暂现源只是宇宙中的冰山
一角，如何才能更多地捕捉到它们呢？

“这就像去河里捕鱼，我们不知道鱼
从哪里来，只能织一张很大的网。”卫星载
荷科学家凌志兴说，宽视场X射线望远镜
就是洒向宇宙的“大网”，可以同时观测全
天的1/12，花瓣形的巧妙设计可以既让探
测器看向各个方向，又排列紧凑节省空间。

这种望远镜是科学家从龙虾眼睛
奇特的聚焦成像原理中受到启发，研制
出的一种特殊新型X射线望远镜，在国
际上首次同时实现大视场全天监测和
X射线聚焦成像。

凌志兴说，正是得益于采用了龙虾
眼望远镜技术，爱因斯坦探针可以对目
前知之甚少的软X射线波段进行大视
场、高灵敏度、快速时域巡天监测。

“卫星上的后随X射线望远镜是中
国主导、国际合作研制的，这两台望远
镜光子接收面积大、灵敏度高、视场大，
不但适合对天体暂现源进行快速后随
观测，自身也可独立发现爆发源和暂现
源。”负责这项研发的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勇说。

首席科学家助理张臣介绍，当宽视
场X射线望远镜接收到来自暂现源的
X光信号，星载计算机会实时处理观测
到的数据，提取暂现源方位和亮度信
息，调整卫星姿态朝向该天体，用后随
X射线望远镜开展高精度跟踪观测，两
种望远镜互相补充配合。

项目团队还联合相关单位自主研
发了可观测空间X射线的CMOS（一种
图像感光元件）探测器，是X射线天文
探测技术上的另一项重要创新。

爱因斯坦探针将对宇宙中的高能
暂现天体开展系统性巡天监测；有望发
现隐身的沉寂黑洞，研究其形成演化和
物质吸积过程；搜寻来自引力波事件的
X射线信号并精确定位；还将观测中子
星、白矮星、超新星、宇宙早期伽马暴等
天体和现象。

“我期待发现人类前所未见、前所
未知的新现象、新天体。”袁为民说。

据介绍，爱因斯坦探针是中国科学
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继太极一号、
怀柔一号、夸父一号之后，研制的又一颗
空间科学卫星，欧洲空间局和德国马普
地外物理研究所共同参与了卫星项目。

长征火箭新年首飞传捷报，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升空——

捕捉宇宙看不见的焰火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
选树宣传在火热的公安基层一线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
励广大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在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
际，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向全社会宣传
发布2023“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李春（女）、祖旭（女）、霍耀明、李华
瑞、刘欣（女）、杨文卿、陆迅、陈飞、马义
民（回）、曾东、刘文巍、马怀龙、罗瑱
（女）（壮）、徐凯（藏）、王泽郁（女）、郭
勇、艾尼瓦尔·吐尔孙（维吾尔）、张威、

朱奕耿、黄日（壮）等20名个人光荣当
选。他们中，有的战斗在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第一线，英勇无
畏，不怕牺牲；有的冲锋在抗洪抢险
最前沿，迎难而上、逆行出征；有的坚
守在街巷社区百姓身边，一心为民，
共建平安家园；有的奋战在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行动和重大活动安保现场，
以最高标准，确保绝对安全；有的扎根
国门边境，默默守护，无私奉献。他们
虽警种岗位不同，但都用实际行动，忠
实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兑现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
严承诺，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作出了重
要贡献。

2023“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戴小河）“小包裹”连着“大市场”，关
乎“大民生”。最新数据，2023年我国
快递业务量预计超1300亿件，实现从

“年均百亿”到“月均百亿”的跨越，成为
现代物流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这个“天文数字”咋理解？如果按
每个包裹平均0.3米长计算，这些包裹
首尾相连的长度，可绕地球赤道近1000
圈，相当于我国人均快递量超90件。

放眼全球，1300亿件又意味着什

么？
横向比，我国的“小包裹”量相当于美

国2022年快递量的6倍，日本2022年快
递量的14倍，英国2022年快递量的25
倍，约占全球快递总量的六成以上。

纵向看，随着寄递网络加速覆盖，
快递业务量实现从年百亿件到年千亿
件的加速跃升。2014年年快递业务量
超过100亿件，2021年年快递业务量超
过1000亿件。进入2023年，从3月起，
我国每个月快递业务量均超过百亿件。

人均快递量超90件人均快递量超909090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
2023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4.5万公里。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2023

年，国铁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决策部署，优质
高效推进铁路建设，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7645亿元、同比增长7.5%；
投产新线3637公里，其中高铁2776公
里，圆满完成了年度铁路建设任务。

我国高铁达到444...555万万万公里

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9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我国国内油气产量当量
超过3.9亿吨，连续7年保持千万吨级
快速增长势头，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刘
红说，原油产量达2.08亿吨，同比增产
300万吨以上，较2018年大幅增产近
1900万吨，国内原油2亿吨长期稳产
的基本盘进一步夯实。海洋原油大幅
上产成为关键增量，产量突破6200万
吨，连续四年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
60%以上。页岩油勘探开发稳步推进，

新疆吉木萨尔、大庆古龙、胜利济阳3
个国家级示范区及庆城页岩油田加快
建设，苏北溱潼凹陷多井型试验取得商
业突破，页岩油产量突破400万吨，再
创新高。

“天然气产量达2300亿立方米，连
续7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势头。”刘
红说，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三大盆地
是增产主阵地，2018年以来增产量占
全国天然气总增产量的70%。非常规
天然气产量突破960亿立方米，占天然
气总产量的43%，成为天然气增储上
产重要增长极。

我国油气产量当量超333...999亿亿亿吨

数读2023

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
成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毅9日在北京出席2023年国际形势
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王毅表示，2023年是中国外交的
开拓之年、收获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
守正创新，砥砺奋进，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营造有利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王毅回顾了2023年中国外交的六
大亮点：元首外交精彩纷呈，铸就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丰碑；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扎实推进，为构建人类美好未来注
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功举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金砖机制实现历史
性扩员，凝聚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新
力量；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打造
区域睦邻友好合作新平台；促成沙特和
伊朗历史性和解，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
问题新典范。

王毅表示，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今
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2024年，我们将紧紧围绕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服务中国式现
代化，守正创新，胸怀大局，不断开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始终坚持自
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
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走向更加
美好、光明的未来。

王毅表示——

去年中国外交呈现六大亮点
王毅表示——

去年中国外交呈现六大亮点

新华社广州 1月 9日电 （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记者9日从中山大学
获悉，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张宏波课题
组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论文，
发布了首个人类肢体发育单细胞时空
图谱，解析了胎儿四肢的细胞演变路径
和细胞空间位置决定过程。

这项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肢体发育
的详细调节机制、肢体发育异常的细胞
生理机制，乃至更广泛的发育和再生过
程中细胞命运调节机制和空间位置建
成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项研究中，张宏波团队与合作
者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肢体细胞的
发展如何决定？例如，为何原本一样的
细胞，有的后来变成了纤维细胞，有的
成为骨骼的一部分？细胞的空间位置
如何决定？例如，一只正常发育的手为
什么是五个手指，为什么大拇指的方向

跟其他四个手指不一样？
张宏波从第五周初到第九周胚胎

连续取样，获得超过10万个细胞，每个
细胞约2000个基因，通过计算分析，团
队率先构建起精细的、包含所有细胞类
型的人类四肢发育单细胞图谱。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张宏波团队博
士后张宝介绍，利用这一图谱，能够直
观地追踪特定时间和区域产生的细胞
类型，鉴定到全新的细胞类型，并且可
以刻画不同种类细胞激活的关键基因。

“四肢发育异常是全球报告最多的
出生综合征之一，全球大约每500个新
生儿即可发现一例。”张宏波指出，图谱
刻画出正常的肢体发育，提供一个正常
发育的细胞演变时空“路线图”。如此
一来，便可以帮助发现肢体发育异常的
病变原因、发生时间等，为下一步的医
学干预提供基础。

中国科学家领衔研究

首个人类肢体细胞发育路线图发布

新华社上海 1 月 9 日电 （记者
贾远琨）热门、繁忙的“黄金航线”京沪
航线上迎来了新成员——国产大型客
机C919。1月9日，东航的一架C919
飞机执行MU5137航班，从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起飞，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这是C919飞机在京沪航线上定期商业
航班的“首秀”。

“我出差去北京，没有特意选机型，
没想到坐上国产大飞机C919，惊喜又
亲切。”旅客王先生说。

“京沪航线频次高、客流大，是精品
航线。C919在这一航线常态化运营，有

望进一步提高市场适应性和全方位保障
能力。”中国东航党组副书记唐兵说。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东航C919
机队已累计安全飞行2202.88小时，累
计执行商业航班655班，承运旅客近
8.2万人次。

几天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
都号”搭载3000多名宾客，完成7天6
晚的商业首航。这是继国产大飞机
C919投入商用后，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的又一“国之重器”。

新年伊始，首航、首秀不断开启，大
国重器“新远航”，一批科技创新成果走

入百姓生活，给中国制造“开门红”增添
了喜庆，更传递出我们发展的底气，发展
目标就是更高科技含量、更多造福人民。

有“魅力”，更有“实力”——作为我
国高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典型代表，国
之重器创新突破的背后，不仅在于零部
件的制造体量之大，更在于综合研制、
集成创新的克服难度之大，还在于对关
键攻关、产业升级的带动之大。

在C919航迹不断扩展的同时，其
产业带动性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
的产业因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制造、试
验、运营而链接起来，也因C919的赋能

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刚说，国产大型邮轮集
纳了全球数百家供应商，形成的邮轮供
应链“图谱”，为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打
下坚实基础。

广阔的大市场，为这些“大家伙”提供
迭代升级、创新突破的土壤，更为高端制
造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从螺丝
帽到工程机械，从新材料到新工艺，上下
游产业链瞄准“高精尖”不断提质升级。

人们期待，有更多大国重器“乘风
远航”。

大国重器新远航——

C919京沪航飞起来了
大国重器新远航——

C919京沪航飞起来了

1月9日，东航的一架C919飞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降落。 新华社发11月月99日日，，东航的一架东航的一架CC919919飞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降落飞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降落。。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月9日15时0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邱立军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