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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本报武汉7月12日电（记者范昊天、刘诗

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12日公布了中国
载人登月初步方案，计划 2030年前实现登月开
展科学探索。

当日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国 （国际） 商
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总设计师张海联表示，我国计划在 2030年前
实现载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探索
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开展系统、连续的月球
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案是：采
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
送至地月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
道交会对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其后，月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
域，航天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考察与样品采
集。在完成既定任务后，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
上升至环月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
乘坐飞船返回地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我国科
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
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
装备。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刘诗瑶） 北京

时间 7 月 12 日 9 时 00 分，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
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按程序
完成了飞行任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为
两级构型，以液氧甲烷为推进剂，箭体直径 3.35
米，全箭高度 49.5米，起飞重量约 219吨，起飞推
力约 268吨。火箭一级采用 4台天鹊 80吨级液氧
甲烷发动机并联，二级采用1台天鹊80吨级液氧
甲烷发动机和 1 台天鹊 10 吨级游动液氧甲烷发
动机组合而成。

液氧甲烷由液态氧气和甲烷混合而成。甲
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随着天然气被送入千
家万户的厨房灶台和工厂机组，其燃烧效率
高、绿色环保、成本低、易制取等优点日益凸
显，甲烷也逐渐成为火箭发动机研究者无法忽
视的燃料选项。

作为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
雀二号的成功发射填补了国内液体火箭型谱的空
白，有望降低商业火箭发射成本，为商业火箭发射
市场带来变革。

图①：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逐梦寰宇问苍
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成就展”。

杜建坡摄 （资料照片）
图②：日前，一座被称为“地面空间站”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

装置正式建设完成，进入试运行阶段。“地面空间站”由哈尔滨工
业大学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承建，是国际上首个综合环境因素
最多、可实现多尺度和跨尺度环境效应研究的综合性研究装置。
图为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月尘仓。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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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 2个单位、2
名个人记功。

给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某室、92730部
队70分队分别记一等功。

给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张雄伟，解放军
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学部主
任、主任医师、教授张剑宁分别记国防科
技三等功。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

给 2 个单位、2 名个人记功

中国稳步推进航天强国建设

7 月 12 日，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立陶宛
首都维尔纽斯落幕。这场本该关注欧洲与世界
和平稳定的峰会，却谋划着染指域外事务，充
斥着对中国话题的炒作，再次暴露出北约的虚
伪本性，其扩张野心和霸权图谋昭然若揭。

先看此次峰会参会国名单——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连续第二年受邀参会。
去年第一次邀请这几个国家参会时，北约便效
仿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搞出“亚太四伙伴”
新名号，为其量身定制合作伙伴计划，目的是
让四国与北约合作机制化。

再看此次峰会的涉亚太议题——峰会召开
前，“各成员国将讨论北约在日本开设亚洲首个
联络处方案”的议论沸沸扬扬。尽管该议题最
终被推迟到秋季以后，但北约“东进亚太”的
战略意图已非常明显。在11日发布的峰会公报
中，北约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
政策，刻意抹黑中国，借此在亚太地区制造假
想敌、搞阵营对抗。

从北约2021年提出要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特
别是“印太事务”，到 2022 年北约马德里峰会
首次邀请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参会；从今年 1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亚洲，声称跨
大西洋和印太地区安全紧密相连，到 6 月日本
作为唯一的北约域外国家，首次派自卫队军机
参加北约“空中卫士—2023”大规模军演……

北约步步逼近亚太。
北约的黑手伸向哪里，动荡和混乱就出现

在哪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利用北约机制在世界多地实施干预行动。
轰炸南联盟、以“反恐”名义发动阿富汗战
争、入侵伊拉克、空袭利比亚……美国和其领
导下的北约，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安宁而是灾
难。“北约是美国通往全球热点地区的重要桥
梁，是建立联盟的现成架构，也是美国力量的
倍增器。”美国萨加莫尔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艾伦·多德曾这样描述北约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
的关系。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当前持续发酵的乌克
兰危机，根源正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不断东
扩，最终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北约非
但不反思自身责任，反而还想祸水东引。这与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背道而
驰，带给亚太地区的只会是冲突与动乱，而非
安全与和平。“北约正在将互相争斗的毒药出口
到亚洲。”日前，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对
北约向亚洲“挑衅性东进”及该组织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提出严厉批评。

面对北约持续“东进亚太”，绝大部分亚太
国家高度警惕，坚决反对。韩国东亚研究所所
长禹守根指出，在美国主导下，北约试图从大
西洋继续延伸到太平洋，将集团政治和阵营对

抗引入亚洲，不仅加大亚太地区安全风险，还
可能打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减缓甚至
阻碍域内国家发展。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
专家约恩·马哈茂迪直言，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并
不希望成为大国争斗的棋子，北约“东进亚
太”很难达成其所谓的结盟目标。

即便在日本，其民众也对日本首相参加北
约峰会强烈不满，对日本政府与北约频繁互动将
把战争冲突引入亚太地区深切担忧。在北约内
部，法国等不少国家同样不赞成北约的扩张行
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警告称，如果推动北约
扩大势力范围和地理范围，将铸成大错。

亚太地区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靠的是地
区国家相互尊重、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妥处
分歧。亚太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造对抗的

“桥头堡”，亚太国家不欢迎“北约亚太化”，亚
太地区更不需要“亚太版北约”。

奉劝北约：不要搞乱了欧洲，又来祸乱亚太！
正告北约：亚太不欢迎北约，北约走开！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亚太不欢迎北约，北约走开！
■ 严 瑜

亚太不欢迎北约，北约走开！
■ 严 瑜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冉永平、丁怡婷） 记者12日
从中国海油获悉，渤海亿吨级油田群——垦利6—1油田群实
现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成功掌握了非整装大型油田开发技
术体系，对进一步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截至目前，垦利6—1油田群日产原油突破8000吨，预计
高峰时期每年可贡献原油超200万吨。

垦利6—1油田群位于渤海南部海域，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超过1亿吨，是我国渤海莱北低凸起浅层勘探发现的首个亿吨
级岩性大型油田。油田群的开发主要包括5个区块，由9座无
人井口平台和1座中心处理平台组成，是我国海上迄今为止智
能井口平台最多的开发项目。

据介绍，垦利6—1油田群属于浅水三角洲沉积，平面像树
杈一样分布，储量虽大但油层薄、分布广、丰度低，用传统方式
开发经济性不高。依托周边油田，垦利6—1油田群采用智能无
人平台的方式进行开发，节省投资成本约 20%，从设计到见产
仅用两年，创造了渤海油田亿吨级油田开发纪录。

渤海亿吨级油田群全面投产
日产原油突破8000吨

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发射成
功、多项商业航天重大项目集中发布……日前，中国公布重大航天计划，取得新的技
术突破，标志着中国正向着航天强国目标稳步迈进。

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成立
本报电 （记者刘峣） 7 月 12 日，

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体
育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国代表团）成立
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本次中国代表团由 700 余人组
成 ， 其 中 来 自 全 国 25 个 省 （区 、
市） 百余所高校的411名运动员将参
加成都大运会全部 18 个大项的角
逐，实现了“满项报名”的目标。

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 22.9 岁，
其中男运动员 206 人、女运动员 205

人。387 人首次参加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24 人曾参加过往届大运会，
344人首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综合性
运动会。

成都大运会两度推迟，为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对学生运动员参赛的影
响，国际大体联拓宽了运动员参赛资
格。参赛年龄由原先的“18至25周岁”
调整为“18至27周岁”，由原先的“仅
限在校和毕业不超过1年的大学生参
加”调整为“允许在校和 2020、2021、
2022三年内毕业的大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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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12日电 （记者谷业凯）
12 日，由国际数据公司 （IDC）、浪潮信
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编制的

《2022—2023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在
北京发布。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位居领跑
者国家行列。2022 年，中国整体服务器市
场规模保持 6.9%的正增长，占全球市场比
重达 25%，2017 年至 2022 年的复合增长率
达48.8%，增速全球第一。

对各种数据的计算和处理能力，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计算力，是衡量数字经济发
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报告》显示，全球数
字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算力是经济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 1 个
点，国家的数字经济和 GDP 将分别增长
3.6‰和1.7‰，预计该趋势在2023—2026年
将继续保持。

《报告》通过综合计算能力、计算效率、
应用水平和基础设施支持四个维度的评估
得出评分，将国家分成领跑者国家（60 分以
上）、追赶者国家（40—60 分）和起步者国家

（40分以下）三个梯队。从国家算力指数排名
看，美国和中国依然分列前两位，同处于领
跑者位置；追赶者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新加
坡、英国、法国、印度、加拿大、韩国、爱尔兰
和澳大利亚；起步者国家包括意大利、巴西
和南非。从行业来看，全球计算力水平前5位
的行业是互联网、制造、金融、电信和政府，
其中制造行业首次超过金融行业，排名全球
第二。

据悉，此次是 《报告》 第三年发布，
继续关注计算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并着重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
等 15 个国家，互联网、制造和金融等 13
个行业及新兴技术三个维度分析计算力的
需求变化和未来趋势。

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建设启动
据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 （记者胡喆、谭元斌）

7 月 12 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第九届中国 （国际） 商
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正式启动
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的建设，首发星已完成正
样产品设计与投产，将搭载光学遥感相机、星载智
能处理设备、原子氧探测器等有效载荷，计划 12 月
发射。

据介绍，低轨星座建设是国家战略科技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卫星通信、导航、遥
感等功能的需求不断增加。低轨星座建设可以提供更
加精准、实时、高效的服务，满足各方需求。

根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发布的建
设计划，2023年完成超低轨通遥一体卫星星座首发星
发射，计划 2024 年完成 9 星业务验证星簇发射，预计
2027年完成192颗星在轨组网，2030年完成300颗星在
轨组网运行，形成全球15分钟响应能力，助推空间经
济发展。

图为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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