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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5 月 7 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长征六号丙运载
火箭，搭载发射的海王星 01星、智
星一号C星、宽幅光学卫星和高分
视频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
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
务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的首次
飞行，标志着长征火箭家族再添新
成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新一代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

本次发射的长征六号丙运载
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
总研制，是一款面向未来商业发射
市场的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火
箭采用单芯级两级构型，一子级直
径为 3.35米，采用两台 120吨推力
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直径为
2.9米，采用一台推力 18吨的液氧
煤油发动机。全箭总长约43米，全
箭起飞重量约 215 吨，500 公里太
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约 2.4吨，可
根据不同任务适配多规格的卫星
整流罩。

面对日益旺盛的卫星发射需
求，选择一款“高可靠、高性价比、
适应性强、响应快速”的运载火箭，
是用户对商业发射服务的共性要
求。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我国
运载火箭领域首次创新采用AAC
（自适应增广控制）技术，实现对运

载火箭姿态的精准控制，推动火箭
控制系统不断迈向自主化、智能
化。

“可以把火箭的自适应增广控
制技术简单理解为智能驾驶，通过
判断道路状态、乘客的舒适体验等
因素自动调整方向盘和油门，实现
速度和方向的自动控制，确保安全
稳定行驶，同时兼顾乘客的乘车体
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火箭
专家胡存明说。

此外，研制团队还新研发了轻
质化贮箱为火箭“瘦身”。长征六
号丙运载火箭首次采用了 2.9米大
温差泡沫夹层共底贮箱，通过减
少两个贮箱之间的多余空间，在
携带尽可能多的燃料情况下，实
现减轻火箭“自重”，进一步提高
火箭的结构效率，提升火箭运载
能力。

与以往执行国家发射任务不
同，商业市场多样化的发射需求背
后也常常带来更多变数，如何以不
变应万变，在最大化满足用户的同
时实现快速履约？“去任务化”，是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给
出的答案。

所谓“去任务化”，就是最大化
统一产品的状态，先打造出一枚可
适配多任务要求、可滚动组批投产
的“标准火箭”，在后期发射任务明

确后，可按照卫星配套要求，在“标
准火箭”上开展适应性的“加装和
改进”。

“就像是我们购买电子产品时
的标配和选配”，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火箭专家余延生说，通过

“去任务化”的模式，可以有效提高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的任务适应
性和灵活性，满足商业航天市场高
频次、高密度发射的需求。

本次任务发射的 4颗卫星，是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通过商业化
竞拍方式实施的一次“拼车”发射
任务，也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发射服务首次公开竞拍。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郁琼源）记者 7日从中国农业科学
院了解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
牧与兽药研究所抗逆牧草育种与
利用创新团队日前顺利取回中天
系列苜蓿和燕麦等 5份种质材料。
这些材料已在中国空间站空间辐
射生物学暴露装置上经历了 11个
月舱外辐射，近日由神舟十七号飞
船带回地球。

接下来，科研人员将以这批种
子为研究对象开展地面选育实验，
聚焦提高产量、提升品质和增强抗
性，培育优良牧草新品种，为我国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与兽药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兰
州牧药所在航天育种领域具有多
年工作经验，已成功培育出“中天1
号”“中天 2号”“中天 3号”三个国

家苜蓿新品种和“中天4号”省级燕
麦新品种，这些品种已在生产中广
泛推广应用。

据悉，航天育种能够提供原
创、安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
种材料和种质基因源。在太空，高
真空、微重力和空间射线三者共同
作用，使得种子的遗传基因发生变
异，通过航天诱变，有机会获得罕
见的、具有突破性的优异新种质。

北京时间 2024 年 5 月 6 日 14
时 35分，太阳爆发了一次X4.5级
的强耀斑。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7日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太
阳活动水平中等到高，可能爆发M
级甚至X级耀斑。

什么是太阳耀斑？太阳耀斑
爆发是正常的吗？

记者了解到，太阳耀斑是太阳
上最剧烈的活动现象之一。它是
太阳大气局部区域突然变亮的活
动现象，常伴随有各种能段电磁辐
射和粒子发射的增强。太阳耀斑
可以分为A、B、C、M、X五个级别，
其中A为能量最小级别，X为能量
最大级别。

太阳“发脾气”也是有周期
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主任王劲松介绍，一个太阳活动周
平均长度为11.2年。国际规定，以
1755年作为第一个太阳活动周的
开始时间。当前，太阳正处于第25
个太阳活动周。

2024年伊始，太阳活动较为活
跃，元旦、除夕以及元宵节前夕均
爆发了不同程度的耀斑事件，这表
明太阳活动正在变强。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首席预报员陈安芹说，每个太阳活
动周大约有 100多个X级耀斑，而
在太阳活动峰年，X级耀斑爆发更
为频繁，每年大约有 10 至 20 个。

目前正处于太阳活动周的峰年，太
阳表面的活动区比较多且复杂，因
此频繁爆发X级强太阳耀斑是正
常现象。

太阳耀斑会对地球、对人们的
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陈安芹表示，太阳耀斑爆发
时，会引起向阳面地球电离层的扰
动，从而影响导航定位系统、航空
通信、短波通讯以及其他应急通讯
等。太阳耀斑爆发时还可能伴随
太阳质子事件和日冕物质抛射，大
量的高能粒子到达地球附近，可能
会毁坏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威胁宇
航员的生命安全；日冕物质抛射到
达地球附近时，会引起地球磁场扰

动甚至地磁暴，影响长距离输电网
和输油管线，还会影响卫星发射活
动，尤其对低轨卫星的影响更大。

“虽然太阳耀斑爆发会携带大
量的电磁辐射和高能粒子，但实际
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到达地球附
近，加上地球有自身磁场的保护，因
此即使是强耀斑爆发，对人类健康
也几乎没有影响，公众不必担心，也
不需要做特殊防护。”陈安芹说。

王劲松表示，面对强太阳活动
等所引发的空间天气事件，中国气
象局成立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已基本建成监测、预报和
服务三位一体的业务系统，基本具
备了针对空间天气因果链中关键

节点、关键要素的监测能力，能够
系统并准确地预报预警地磁暴等
重要空间天气过程。

在民航领域，国家空间天气监
测预警中心作为国际民航组织批
准的第四个全球空间天气中心，和
其他三个全球中心轮流值班，24小
时不间断提供精细化的空间天气
预报咨询服务，为全球航空安全保
驾护航。

专家提醒，今年到明年是太阳
活动的高峰年，这意味着后续还会
有一些太阳耀斑、地磁暴等空间天
气事件发生，公众可科学看待空间
天气事件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新华社南京5月7日电（记者
王珏玢 邱冰清）5月9日至11日日
落后，公众可以看到一弯细细的新
月悬挂于西边天空。仔细看你会
发现，月亮未被太阳照亮的暗面，
被地球反射的太阳光照亮，发出淡
淡的光，这种有趣的现象被称为地
照。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说，地照也常被浪漫

地称为“新月抱旧月”，是指由于地
球将太阳光反射至月球暗面，在弯
月牙的“怀抱”中，整个月面隐约可
见。对北半球来说，5月初的日落
后新月地平高度相对较高，更有利
于观测地照。5月最佳观测时间为
农历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借
助双筒望远镜或相机长时间曝光，
公众可以轻松看到地照现象。此
外，地球的整体云量会影响地照，

云量越多，地球反射率越高，地照
现象越清晰。

虽然“新月抱旧月”只提到了
新月，但其实在天气晴好的条件
下，月相为新月或残月时都能欣
赏到地照。“这两种月相时，月球
被太阳照亮的面积小，且经地球
反射后照到月球上的太阳光要比
其他时候多，所以能明显看到地
照。”王科超说，残月时，观看地照

需在日出前；新月时，观看地照则
在日落后。

为什么欣赏地照时，弯月牙部
分非常明亮，而大部分月面仅泛着
淡淡的暗光？王科超解释说，我们
平常习惯看到的月亮，是月球直接
被太阳光照亮的部分。而经地球
反射后再照到月球上的阳光，远没
有直射的阳光多、亮。“满月的光辉
固然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但地照

是隐隐约约的月亮，另有一种宁
静、特别的美，公众可以尝试观
赏。”

其他行星的卫星也有类似现
象，即行星反射的阳光照亮天然卫
星的暗面。王科超说，“卡西尼”土
星探测器就曾拍摄到土卫八的暗
面被土星的反射光照亮的画面。
只不过这类现象对地球公众来说
是看不到的。

我国首次明确
学生常见病可多病共防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顾天成）
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心理健康问
题……这些学生群体的常见问题，可以通过
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多病共防。近日，国家
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
南》，首次明确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的概
念，并提出监测和干预措施。

指南提出，当多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
共同的风险因素时，应采取综合干预措施。
例如，长时间的静态行为、不良的睡眠习惯、
营养不均衡以及缺乏亲子交流等都可能是导
致学生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和心理
健康问题的共同风险因素。因此，通过推广
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学校环境、加强健康教育
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指南提出，要构建三级防控体系，一级干
预主要侧重于推广简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
技术，如保障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校内和校外
日间户外活动各1小时等“6个1”健康生活方
式，同时改善学校环境和加强健康教育；二级
干预注重早期发现高危群体，进行分级管理，
并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干预；三级干预针对已出
现多病共患的学生，指导学生到专业机构确诊
和治疗，并加强重点人群的干预力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
启动非遗法执法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为促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全面有效实施，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
文化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7日正式启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

2011年 6月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记者7日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
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获悉，此次执法检查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文化方面法律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推进文化法治建设意
义重大。执法检查采取执法检查组赴地方检
查、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赴山西、内蒙古、
吉林、福建、山东、广东、云南、新疆等 8 省
（区）开展实地检查。委托河北、黑龙江、上
海、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等 8省（市）
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据悉，此次执法检查将重点检查 5个方
面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落实情
况，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情况，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建设情况，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与传播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合
理利用情况。

财政部巩固提高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财政部近日
下达 1582亿元资金，比上年增加 23亿元，引
导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
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这是记者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的。
据介绍，下达资金着力在三方面使用：一

是，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
从 2024年春季学期起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年生均小学由
1000元提高到1250元，初中由1250元提高到
1500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
准继续按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的
50%核定。预计全国超过2000万学生获得生
活补助。

二是，加大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补助
力度。从 2024年起提高农村学校校舍单位
面积补助测算标准，东中部地区由800元/平
方米提高到1100元/平方米、西部地区由900
元/平方米提高到 1200元/平方米，并适当提
高高寒高海拔等地区测算标准，更好满足农
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抗震加固需要。

三是，支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通过以奖
代补方式，支持地方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政策，加快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等。

最高法：

各级法院审理案件
应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7日公布的《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
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
似案例作出裁判。

据悉，人民法院案例库是由最高法统一
建设的案例资源库，收录最高法发布的指导
性案例和经最高法审核入库的参考案例，供
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查询、使用、学习、
研究。入库案例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国家
赔偿、执行五种类型。国家机关、法学院校、
律师协会等单位，专家学者、律师及其他公民
个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案例库推荐参考案例。

最高法提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
参考入库类似案例的，可以将类似案例的裁
判理由、裁判要旨作为本案裁判考量、理由参
引，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公诉机关、当事人及
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入库案例作为
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
说理中予以回应。

“自动驾驶”“标配加选配”……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看点解析
新华社记者 宋晨

神十七载回一批特殊“农科特产”

太阳耀斑爆发，将带来哪些影响？
高敬 黄垚 李昌瑞

9日来赏“新月抱旧月”！

5月7日，在长沙国金中心，演
员在演出结束后和观众互动。

5月6日至8日，法国大型木偶
剧《拉封丹寓言》在湖南长沙国金

中心上演。本次演出是“2024中法
文化之春——中法建交60周年特
别呈现”的表演项目，法国阿奇博·
卡拉曼特拉剧团以巨型木偶和空

中舞蹈的形式，演绎法国作家拉封
丹笔下的经典寓言故事《红气球》
和《公鸡与鹳》。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法国大型木偶剧
《拉封丹寓言》亮相长沙

5 月 7 日拍摄的“熊猫专
列”。

5 月 8 日，由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
贵阳——西双版纳——老挝

“熊猫专列”将从贵州贵阳
出 发 ，开 启 老 挝 异 域 风 情

游。据介绍，“熊猫专列”是
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的旅游列车，以
熊猫为设计主题，通过多种
形式展示地域文化与民族
特色。

新华社记者 刘续摄

中老旅游列车
“熊猫专列”即将开行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