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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球周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小伙伴。一颗代号为 2024 PT5 的小行

星被地球引力短暂捕获，在 9 月 29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间成为地球的“迷你月亮”，

此后它将再次回到环绕太阳的运行轨

道。该“迷你月亮”由部署在南非的观测

仪器发现，等效直径约 11 米，相当于三

四层楼高。由于尺寸太小、距离遥远，

“迷你月亮”极其暗弱，人类凭借肉眼无

法直接看到它。

小行星被地球引力捕获并不罕见。

太阳系中的小行星数不胜数，它们是太

阳系形成后遗留的残余碎片，仅在地球

轨道周围就运行着数以千万计的小行

星，它们与地球一样环绕太阳运行。当

这些小行星与地球轨道发生交会时，如

果其轨道能量与地球相近，它们就可能

被地球引力捕获，成为地球的“迷你月

亮”。根据科学家推断，地球周围随时都

可能有“迷你月亮”在运行，只是目前人

类观测能力有限，无法定位其具体位置。

在此之前，人类已发现 4 颗被地球

引力短暂捕获的“迷你月亮”，分别是代

号 为 2006 RH120、2020 CD3、2022
NX1 和 1991 VG 的小行星。其中，前两

个“迷你月亮”只有冰箱或小汽车大小，

曾经环绕地球数圈，被称为“暂时捕获的

绕地飞行物”。后两者和这次新发现的

2024 PT5 小行星在距离地球数百万公

里远的轨道上仅运行几十天左右，并未

真正环绕地球飞行一圈，被称为“暂时捕

获的飞掠物”，相当于来地球“串个门”，

又匆匆离去。

2024 PT5 小行星的发现，为人类开

展一系列精细观测创造了条件。科学家

已计划调动光学望远镜和雷达望远镜对

这颗“迷你月亮”进行观测，以获取其自

转、形状、表面材质和物质成分等信息。

科学家推测，这类与地球轨道接近的小

行星可能起源于月球，可能是更大尺寸

小行星撞击月球产生的溅射物。

“迷你月亮”的轨道能量与地球的轨道能量接近。设想一

下，人类如果能提前足够多的时间去发现这些“迷你月亮”，将

有机会发射航天器去低成本捕获。比如，可以利用航天器推

进系统对小行星施加作用力，只需消耗一定燃料，就能将它们

永久留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进而将其改造为小行星空间

站。随后可以派遣机器人、航天员登陆空间站，也可以将小行

星的宝贵样本带回地面实验室进行研究分析。甚至，我们还

可以将这颗小行星作为试验对象，开展小行星防御和资源开

发利用等空间试验。

“迷你月亮”会周期性拜访地球。比如，根据模型测算，此

次的 2024 PT5 小行星会在 2055 年“回访”地球。人类或许可

以提前准备，等它造访地球时，通过航天器推进系统改变其轨

道，让这颗“迷你月亮”永久留下来。

九天揽“月”星河阔。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逐

梦星空之旅必将更加璀璨。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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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报南宁 10月 14日电 （记者庞革平、李维俊）以“赓续传统友

谊，携手开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

14 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来自中国和越南的约 200 名各界青年代表

参加。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裴光辉，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上，中国共青团中央与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签署了

合作谅解备忘录，还发布了 2025“中越人文交流年”青年交流项目

清单，北京、上海、广西、云南等地方团组织将与越南各地团组织共

同开展 20 多个青年交流和青年发展项目。

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是中越青年交流品牌项目。活动期

间，中越两国青年将深入广西南宁、柳州、崇左等地，走进社区、

学校、企业、产业园、博物馆，围绕创新创业、志愿服务、乡村振兴

等主题开展专题研讨、参观考察、座谈交流、文化体验等活动，为

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凝聚青年共识、倡导

青年行动。

巴 西 发 展 、工 业 、贸 易

和 服 务 部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示，今年 1 月至 7 月，巴西

出口总额达 198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4%，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巴西出口贸易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主要得益

于 一 系 列 外 贸 支 持 性 政 策

举措。

近年来，巴西政府积极

挖掘出口贸易潜力，促进外

贸增长。2023 年底，巴西国

会 批 准 了 税 制 改 革 相 关 的

宪法修正案，旨在减少出口

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其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力 。 巴

西 副 总 统 兼 发 展、工 业、贸

易和服务部部长杰拉尔多·
阿 尔 克 明 表 示 ，税 制 改 革

后，巴西实施了统一的增值

税制度，代替了此前繁琐复

杂的税收规则，极大降低投

资 和 出 口 的 税 收 成 本 。 巴

西 应 用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所 发

布的预测数据显示，税制改

革 未 来 有 望 推 动 巴 西 出 口

增长 17%。

2023 年 6 月，巴西政府

正式启动进出口“灵活许可

证 ”制 度 。 对 私 营 企 业 而

言，该制度不仅可减少部分

证件的办理费用，还一定程

度 上 减 少 了 货 物 存 储 等 成

本。2023 年 11 月，巴西政府

与美洲开发银行签署协议，

美 洲 开 发 银 行 将 支 持 巴 西

政 府 实 施 新 的 出 口 许 可 认

证流程，减少出口过程中的

繁 琐 手 续 ，该 协 议 预 计 到

2040 年 将 为 巴 西 政 府 节 省

约 1400 亿美元。

巴西积极促进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升级，以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降低出口物流成

本 。 2023 年 8 月 ，中 粮 国 际 在 巴 西 桑 托 斯 港 的

STS11 码头扩建项目正式开工，扩建后的码头将

成为桑托斯港最大的码头之一，将大幅度提升桑

托斯港的中转能力。桑托斯港务局从 2024 年开

始对港口进行疏浚工作，计划将港口水深从目前

的 15 米提升至 17 米，以进一步提升运力。

巴西与中方积极深化合作，优化跨境人民币

结算服务。2023 年 4 月，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

限公司成功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标志

着在巴西市场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实质性进

展。巴西贸易和投资促进局发布的一份声明表

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将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巴

西和中国之间更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数据显示，

中国已连续 15 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

则是中国在拉美最大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目的

国，双边贸易额已连续 6 年突破千亿美元。巴西

媒体预测，到 2030 年，巴西对华出口额有望增长

到 1034 亿美元。

根据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的预测，

2024 年巴西全年出口额有望创下 3454 亿美元的

纪录，较 2023 年增长 1.7%。未来，巴西将持续优

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合作，提升

其商品全球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

（本报里约热内卢 10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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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市

中心的德吉玛广场是全球唯

一还在使用的、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广场，距今已有

1000 多 年 的 历 史 。 这 里 从

早到晚人流络绎不绝，又被

称为“不眠广场”，以其悠久

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本报记者 管克江）

图①：摊主展示当地特

色茶饮。

图②：身穿当地民族特

色服装的艺人进行音乐表演。

图③：德吉玛广场一隅。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中东

中心分社奥马尔·哈利勒摄

沙特宣布设立沙中特别经济区

本报迪拜 10月 14日电 （记者管克江）利雅得消息：沙特阿拉

伯交通和物流服务大臣萨利赫 13日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全球物流

论坛上宣布设立沙特—中国特别经济区。该经济区将由萨勒曼国

王国际机场和国际投资机构易达资本共同建设，重点发展制造、物

流和贸易产业，以推动沙特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沙特—中国特别经济区将设在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内，

预计于 2025 年启动建设，规划占地 4 平方公里，涵盖三大功能

区 域 ：物 流/轻 工 业 园 区 旨 在 推 动 建 立 并 完 善 沙 特 本 地 供 应

链，提升本地工业产能；国际商贸园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简化入驻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供贸易便利；生活配

套区主要为园区入驻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生活便利设施

与服务。

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 8 月

宣布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机场占地 57 平方公里，设

有 6 条平行跑道。预计到 2050 年年接待旅客量将达 1.85 亿人

次，年货运吞吐量超过 350 万吨。

日本大阪府摄津市一处地下水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含量

超标 400 多倍后，当地民间团体组织附近千余名居民进行血

液检测。不久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约三成受检者血液中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含量超标。

据了解，PFAS 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被称为

“永久性化学物”。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机构国际癌症研

究署将其中一种代表性物质全氟辛酸（PFOA）列为致癌物，将

另一种代表性物质全氟辛烷磺酸（PFOS）列为可能致癌物。

去年一项水质调查结果显示，大阪府摄津市一处地下水中

PFAS含量达到日本暂定国家标准的 420倍。附近 30多名居民

去年底被发现血检异常后，一家民间团体决定扩大检测范围，

对千余名居民进行血检。结果显示，接受血检的大阪府和兵库

县 1190名居民中，约三成血液中 PFAS含量超标。该团体要求

日本中央政府为居民做免费血检，并采取相应对策。

日本环境省今年 3 月公布的 2022 财年全国水质调查结果

显示，受调查的 38 个一级行政区的 1258 处水体中，有 111 处

PFAS 含量超标。为掌握日本各地自来水中 PFAS 的检测情

况，日本政府已于今年 5 月要求各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在

9 月底前报告水质调查结果。

进行调查的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社会健康

医学系副教授原田浩二对媒体表示，已有很多 PFAS 超标事

件发生，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尽快确认污染源，并开展污染

物去除工作。

7 月底，日本多家医疗机构举行联合记者会，呼吁东京都

以及日本政府就居民血液中的有机氟化物浓度开展全国范围

检查，并希望日本各级政府查清污染源、推进污染清除工作。

多家医疗机构代表在记者会上表示，此前曾就相关问题向东

京都政府提出建议，但东京都政府的回答比较含糊，对于清除

污染的方式也未作出详细说明。

东京民主医疗机关联合会会长根岸京田表示，PFAS 最大

的污染源应当是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实际上在东京

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就曾多次发生过泡沫灭火剂泄漏事

件。他呼吁，在居民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希望政府能够采

取行动，对驻日美军基地进行调查。

《东京新闻》评论指出，PFAS 曾被用于工厂的加工作业和

灭火用泡剂等用途，现在日本已禁止制造和进口 PFAS。然

而，近年来，在驻日美军基地、自卫队基地以及化学工厂附近，

经常检测出 PFAS，当地居民对此感到担忧。根据《日美地位

协定》，驻日美军被赋予排他性管辖权，不承担恢复原状的义

务。没有美军的许可，日方不能进入驻日美军基地调查，这导

致污染源一直无法确认。截至今年 2 月，冲绳县共 4 次申请进

入驻日美军基地调查，但均未实现。

（本报东京 10月 14日电）

日本部分水体污染引发民众担忧
本报记者 朱玥颖

摩洛哥的“不眠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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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至 11 日，第四十四届和第四十五届东盟峰会及

相关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为“东盟：加

强联通和韧性”，与会各方围绕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

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就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

通、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议题深入探讨，审议并通过了 90 多

项成果文件。

共同维护地区团结与和平稳定

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多年来，东盟取得的成就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反映了该地区的共同愿望、决心、团结和多元化。这些成就进

一步表明，以“东盟方式”指导地区合作符合东南亚地区发展

形势。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发生急剧复杂变化，面临多重

挑战。在此背景下，东盟应继续坚持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的共同目标，坚持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

峰会审议了《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落实情况和东盟

共同体建设进展。老挝总理宋赛在峰会闭幕后举行的新闻

发 布 会 上 表 示 ，《2025 年 东 盟 共 同 体 愿 景》将 为 制 定“204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到 2045
年 建 设 一 个 有 韧 性 、创 新 、充 满 活 力 和 以 人 为 本 的 东 盟 共

同体。

“东盟只有通过建设性合作才能维持和平与稳定。”泰国

总理佩通坦表示，泰国将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以维持

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提高该地区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的

地位。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在全球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

情况下，东盟必须勇敢地向世界发出团结的明确信号。他呼

吁东盟十国加强地区合作，避免内部冲突和分裂。

越南外长裴青山表示，期待东盟各国进一步凝聚共识，在

对外关系和影响地区和平的问题上保持协调、平衡。

与会各方还一致同意加快接收东帝汶成为东盟第十一个

成员国的进程。2022 年，东帝汶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盟峰

会上被授予观察员地位。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2024年东盟投资报告：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和外国直

接投资》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

东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00 亿美元，东盟在全

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升至 17%，较 2006年至 2015年间 6%
的平均水平有较大提升。报告对东盟投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

为东盟有潜力吸引更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兴产业投资，如

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电动汽车供应链、可再生能源等。东盟秘

书长高金洪表示，随着成员国经济加速一体化，以及与更多外

部伙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有望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近年来，地区国家在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的

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经贸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峰会期

间，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哈尔塔托呼吁东盟各

国经济部长关注《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进展，如期完成谈

判目标。该协议是印尼担任 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主要

成果之一，包括东盟数字人才、数字身份、网络安全、再培训、基础

设施、互操作性等内容，将有助于东盟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东盟

的目标是在 2025年完成《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

今年 7月，泰国大城银行通过自主研发的应用程序为前往

老挝的泰国游客推出了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用户可以直接使

用该程序扫描老挝商户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去年，越南国家银

行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央行签署了区

域支付互联互通的谅解备忘录。六国央行一致同意在二维码、

即时支付等支付方式基础上，推动区域内支付的互联互通，根

据成员国的法律框架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今年，老挝和

文莱加入该倡议，东盟区域内移动支付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

在互联互通领域，马来西亚于今年 6 月推出连接马来西

亚、泰国、老挝和中国的货运专线“东盟特快”，进一步加强区

域内物流联通及东盟与中国间的货物往来。7 月，连接泰国

和老挝的跨境铁路客运列车正式通车。该线路的开通在提升

泰老两国间铁路交通运输便利程度的同时，将连接中老铁路，

促进泰国、老挝与中国的贸易、物流与人员往来。

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在峰会期间表示，东盟要团结起来，充

分挖掘数字经济、绿色转型、蓝色经济和弹性供应链等新兴行

业潜力，推动实现强劲和持久的增长，继续为全球发展繁荣贡

献力量。

期待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峰会期间，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等对话伙伴召开会

议，回顾了过去几年的合作成果，同意在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本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与会各国一致同意

继续深化贸易、投资、农业、互联互通、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

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会

议通过了《中国—东盟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谈判的联合声明》，与会东盟国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

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构建更为紧密的东盟—中国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峰会上表示：“升级自由贸易协定是

一个重要举措，特别是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他表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

贸区，有效促进了双方贸易往来，使双方自 2020 年以来成为

彼此最大贸易伙伴。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连续 15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东盟自 2020 年起连续 3 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国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

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新领域作出承诺，将为共同建设

超大规模市场提供制度性保障。”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

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外，第二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通过

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关于加强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的声

明》；在第十四次东盟—联合国峰会上，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

加强《202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和“2045 年东盟共同体愿景”

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本报万象电，姚欣可对本文亦有贡献）

东盟持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本报记者 杨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