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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科学岛：“夸父逐日”新故事
1 月 30 日早晨 8 点多， 在安徽合

肥科学岛上一处高达 30 余米的宽阔实
验室里， 一台巨型吊车从空中拉起数
十吨重的超导线圈， 往来滑动发出轰
鸣声。

“我们正在绕制世界上最大的超导
磁体系统， 将会形成一个半径 14 米 、
高 17 米的 ‘橘子瓣 ’ ， 这是下一代
‘人造太阳’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的核心部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研究
员文伟说。

这是记者在 “夸父 ” 园区所看到
的火热场景。

“夸父” 的学名叫 “聚变堆主机关
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是
为下一代 “人造太阳” 研制 “发动机”
的大科学装置。

这一装置被命名为 “夸父”， 意为
致敬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夸父 ， 胸怀大
志、 向往光明， 不畏艰险追逐天上的
太阳。

太阳 ， 普照万物 ， 它的巨大能量
来自于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 而 “人造
太阳” 是要在地球上实现可控的核聚
变反应。

有了 “人造太阳”， 人类就像拥有

了一座原料不竭且无污染的发电厂 ，
实现 “能源自由”， 让地球水清天蓝。

科学岛上 ， 高 11 米 、 直径 8 米 ，
外形像一个 “巨罐”， 顶端上飘扬着五
星红旗……这是中国有 “人造太阳 ”
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 （EAST）。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EAST 历经几代中国科研工作者接力研
发， 到 2006 年全面建成。

“人造太阳” 的研制极其复杂， 涵
盖 “超高温” “超低温” “超高真空”
“超强磁场” “超大电流” 等多项尖端
技术。 EAST 建成后， 不断改造升级，
现拥有核心技术 200 多项、 专利 2000
余项， 上百万个零部件协同工作。

EAST 历经十余年、 十二万多次实
验， 2023 年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
等离子体运行 403 秒 ， 创造新世界纪
录， 对探索前沿物理、 实现聚变发电
具有重要意义。

“人造太阳 ” 研究的突破 ， 代表
着国家科技实力的系统性提升 。 中
国， 站在了世界核聚变能源研究的前
沿。

然而 ， “人造太阳 ” 从理论到实
验再到实践应用 ， 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要造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 “人造
太阳”， 要跨越从实验装置到实验堆、
工程堆、 示范堆、 商业电站的多个阶
段， 需要研制一代代科技含量更高的
“人造太阳”。

为下一代 “人造太阳 ” 研制 “发
动机”， “夸父” 的使命艰巨。

在 “夸父 ” 宽阔的厂房里 ， 来自
170 余家国内外合作单位的 1000 多名
建设者正奋力攻关一系列科研与工程
技术难题 ， 力争实现这些目标———国
际上时间最长的百秒量级强流负离子
束引出， 运行温度最高、 研究功能最
完备的锂铅实验平台 ， 规模最大的
Nb3Sn 线圈热处理系统……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
云涛说， 基于几代人的持续学习 、 研
究、 创造， EAST 的国产化率超 95%，
关键设备 、 材料实现自主研发 ， 而
“夸父” 的国产化率将提升到 100%。

目前 ， “夸父 ” 的建设进一步提
速， 科研人员凝心聚力， 计划于 2025
年底全面建成国际磁约束聚变领域参
数最高、 功能最完备的研究平台。

以科学为名， 立创新高地。 不到 3
平方公里的科学岛， 却是多个国际前

沿科研领域的攻 “尖” 之地 ， 分布着
中国科学院 7 个研究所 ， 在核聚变能
源、 强磁场、 大气光学 、 抗癌药等方
面多次取得重要突破。

近期， 科学岛上接连传来好消息。
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制方面获得重
要发现， 研制出世界首台特斯拉级铁
基超导线圈， 针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的
创新靶向药物研制加紧推进……

科学岛所在的合肥市 ， 量子计算
原型机 “九章三号” 再度刷新世界纪
录， 超导量子计算机 “本源悟空 ” 为
全球用户完成 10 万多个运算任务， 国
际先进的第四代 “合肥光源 ” 加紧建
设……

这座岛 、 这个城市是中国创新创
造的集中缩影。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度服务春运 ，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完成商业首航 ， 首
台国产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正式发
布……新年伊始 ， 越来越多的科技工
作者， 勇于追梦、 奋力攻关 ， 用日新
月异的攻关成果改变生活、 影响世界。

虽时值隆冬 ， 记者已清晰感受到
春潮般的活力在奔涌。

（新华社合肥 1 月 30 日电
记者 徐海涛 屈 彦）

一场洪水过后， 人们看到了隐秘的远古角落
这是濛溪河遗址发掘现场 （2023

年 12 月 5 日摄）。
1 月 30 日， “2023 年中国考古

新发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
论坛·2023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上揭
晓， 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
址入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
了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保存了动
物骨骼、 乌木、 植物种子等大量有机
质遗存， 揭示了大约 5-7 万年前人类
的远古生活图景。

2019 年， 一场洪水冲刷出地底
万年前的乌木、 动物化石、 远古人类
所使用的打制石器。 在国家文物局指
导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 到此开展了两年左右的抢救性考
古发掘， 初步揭示了遗址面貌， 并在
濛溪河沿岸发现了 11 个相互关联的
遗址点， 构成濛溪河遗址群。

经初步分析，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
遗址为古人类在水边栖居形成， 文化
层分布在濛溪河现在的水位以下， 为
特殊的饱水环境， 得以保留大量有机
质材料。 2023 年已出土石器、 木器、
骨器、 动物化石 10.5 万余件， 植物
种子、 果实、 芽孢等遗物 6 万余件，
还发现有远古人类用火、 切割、 刻
划、 琢制等痕迹。

新华社记者 刘 坤 摄

“飞” 起来， 与敦煌壁画共舞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 ， 如果能身临

其境， 与飞天共舞 ， 自由翱翔 ， 会是
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 ？ 走进敦煌研究
院的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
展厅 ， 佩戴好 VR 设备 ， “飞 ” 起来
看莫高窟第 285 窟的梦想就能成真。

挥舞左手 ， 昏暗空间便被一盏明
灯 “点亮”。 人似腾空而起， “飞” 至
洞窟顶部， 原本需要抬头仰望的窟顶
只需环顾便一览无余。

高捧莲花的飞天 、 手敲连鼓的雷
公 、 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
手可及。 一千多年前沿丝路古道而来
的颜料青金石 ， 历经沧桑仍然明丽夺
目； 一千多年前无名画工的妙笔生花，
久经岁月依然流畅如飞。

体验过后 ， 游客还能在虚拟演播
厅， 实时拍摄一段真人与洞窟虚拟场
景交互的视频 。 无论身处何处 ， 打开

手机便能重温这段 “带得走 ” 的敦煌
记忆。

寒假期间 ， 敦煌迎来研学游小高
峰， 这一形式新颖的展览获得不少游
客的青睐 。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当地文旅部门推出 “敦
煌文化研学季”， 开发 5 条研学路线 ，
设计出 30 余套研学课程。 莫高窟对研
学团队的开放洞窟达 13 个， 较旅游旺
季多 5 个， 并配备了资深讲解员。

“在洞窟里看到的是敦煌文化的古
老厚重 ， 戴上 VR 眼镜感受到的是敦
煌文化的无限可能。” 来自北京的游客
刘寒方说。

莫高窟第 285 窟营建于西魏 ， 是
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洞窟 ， 也是一座
“万神殿”。 壁画中， 既有古希腊神话
中的阿波罗和狄安娜 ， 也有中国神话
中的伏羲、 女娲 ； 既有来自印度佛教

的飞天， 又有中国道教的羽人。
“敦煌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融

汇的结晶。 在我看来 ， 敦煌莫高窟中
能反映多元文明融汇最经典的 、 教科
书式的洞窟就是第 285 窟。” 敦煌研究
院副院长张元林说。

为了传 播 弘 扬 敦 煌 文 化 ， 几 代
“莫高窟人” 尝试不同方法 “再造” 第
285 窟。

起初 ， 画家用画笔临摹 。 上世纪
50 年代， 段文杰等数位顶尖画家历时
近 3 年 ， 完成了莫高窟第 285 窟的整
窟临摹工作 ， 这也是敦煌壁画临摹史
上第一座整窟现状临摹。

上世纪 80 年代起 ， “数字敦煌 ”
构想被提出 。 壁画细节 、 洞窟结构得
以在数字世界重现 ， 拖动鼠标便能身
临其境地游览 。 “随着技术升级和标
准完善， 数字化效率不断提升。 20 多

年前一年只能做一个洞窟 ， 现在一年
能做二三十个洞窟。 第 285 窟的数字化
采集及拼接工作于 2013 年完成。” 敦煌
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
说。

2023 年 9 月 ， 敦煌研究院与互联
网公司合作的 “寻境敦煌———数字敦
煌沉浸展 ” 上线 ， 沉浸式感受第 285
窟成为可能 。 截至目前 ， 这一展览已
接待游客近 4000 人。

“数字扫描、 三维重建等技术， 实
现了对第 285 窟的 1:1 还原 。 趣味互
动， 提升了游客敦煌之行的体验感 。”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副部长雷政广
说。

科技创新 ， 正让越来越多的观众
“跨越 ” 千年时空遇见敦煌 、 爱上敦
煌。 （新华社兰州 1 月 30 日电

记者 张玉洁）

年度最小满月等天象将亮相 2月天宇

新华社天津 1 月 30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即将到来的 2 月 ， 人们将喜
迎新春佳节， 2 月的天宇也热闹非凡，
一些 “天象大戏” 将轮番上演。

2 月 5 日早上 7 时左右， 月掩心宿
二 ， 届时月亮将遮掩天蝎座最亮恒
星———心宿二。 我国只有新疆、 青海、
西藏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遮掩的全过
程。 看不到掩星的地区 ， 在凌晨的东
南方低空可以看到一弯残月与微微泛

红的心宿二近距离相伴的场景。
2 月 8 日凌晨， 金星、 火星和月球

将联袂带来一场 “双星伴月”。 “三者
会在东方低空组成一个 ‘等边三角
形’， 但由于这三个天体的亮度差别较
大， 再加上天色逐渐变亮 ， 观赏这幕
‘星月对话’ 的窗口期比较短暂 。” 中
国天文学会会员 、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赖迪辉说。

俗话说 ： “三 星 高 照 ， 新 年 来
到”， 意思是说， 除夕夜， 著名的 “参
宿三星” 高悬南方天空 ， 预示着农历
新年的到来 。 2 月 9 日 ， 如果天气晴
好， 感兴趣的公众可在当晚寻找一下

象征着 “福 ” “禄 ” “寿 ” 的 “参宿
三星”， 迎接农历甲辰龙年的到来。

“‘参宿三星 ’ 指的是位于猎户座
‘腰部’ 的参宿一、 参宿二和参宿三 ，
这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 ， 距离相等 ，
都闪烁着青蓝色的光芒 ， 即使是在光
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依然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它们。” 赖迪辉说。

2 月 12 日， 海王星伴月。 当日傍
晚， 一弯蛾眉月出现在西方天空， 由于
月亮不是很亮， 即使是亮度 8 等的海王
星也不会被月光所淹没， 因此这幕 “星
月童话” 还是比较容易观测到的。

2 月 15 日， 一场赏心悦目的木星

伴月将在这天上演 ， 届时只要天气晴
好， 我国公众当晚凭借肉眼就能在西
南方天空欣赏到这幕 “夜空私语”。

2 月 22 日和 23 日日出前 ， 金星 、
火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极近 ， 上演 “星
星相吸”， 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在渐亮
的晨光中找到它们。

农历甲辰龙年元宵节是 “十五的
月亮十五圆”， 最圆时刻出现在 2 月 24
日 20 时 30 分。 巧合的是， 这轮满月还
是 2024 年 12 轮满月当中 “个头” 最小
的。 “最圆时刻很友好 ， 人们不用熬
夜就能欣赏到农历新年的第一轮满
月。” 赖迪辉说。

去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 8.2%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韩佳诺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 30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 全国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2%。

统计数据显示， 文化服务业支撑
作用稳步增强， 文娱休闲行业快速恢
复。 2023 年， 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
入 67739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4.1% ，
增速明显快于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整体水平； 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
全 部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企 业 的 比 重 为
52.3%， 占比高于上年 2.7 个百分点 ；
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
长的贡献率为 85.4%。

新动能不断释放， 文化新业态行

业带动效应明显。 2023 年， 文化新业
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
营业收入 52395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5.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1 个百分点。 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
献率为 70.9%。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
张鹏表示， 2023 年， 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快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 积极推进文化企业发展持续回升
向好， 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 文
娱休闲行业快速恢复， 文化新业态行
业带动效应明显， 文化企业经营效益
持续提升。

我国首座“四高”特长公路隧道全线贯通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韩佳诺 樊 曦）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30 日， 由中铁十
六局参建的我国首条集高寒、 高海拔、
高瓦斯 、 高硫化氢于一体的 “四高 ”
隧道———国道 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
祁连山 2 号隧道全线贯通， 为下一步
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祁连山 2 号隧道位于海拔 3500
米以上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宁缠河谷， 是国道
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全线控制性工
程 。 隧道全长 6044 米 ， 洞内围岩地
质复杂， 稳定性差， 开挖后极易发生
变形、 塌方和突泥涌水， 加之煤系地
层的高瓦斯、 高硫化氢有毒有害气体
影响， 施工难度极大， 被青海省交通
运输厅列为青海省 “头号高风险工
程”。

据中铁十六局项目负责人温嘉伟

介绍， 为确保隧道安全顺利穿越祁连
山， 施工人员在洞内设置全自动有毒
有害气体监控系统， 实时监控隧道内
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洞内断绝一切
可能引燃瓦斯爆炸的火源， 每一名进
入隧道人员都配备防静电工作服、 防
毒面罩等装备。 同时， 施工人员开展
科技攻关， 创新工艺工法， 护航隧道
安全穿越浅埋堆积体碎石土段、 高瓦
斯段、 煤与瓦斯突出段， 填补多项高
海拔公路隧道施工空白， 为同类型隧
道施工积累了丰富经验。

国道 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全面
建成通车后， 将实现京藏高速与连霍
高速国道主干线在西部地区短距离快
速连接， 打通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与甘
肃省武威市的快速便捷通道， 对拉动
青海、 甘肃、 内蒙古、 宁夏、 陕西五
省区的经济发展和促进省市间的交流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主研制四座氢内燃
飞机原型机在沈阳完成首飞

新华社沈阳 1 月 30 日电 （记者
王 莹） 由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
长、 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主持研制的世
界首款四座氢内燃飞机原型机 29 日在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财湖机场成功首飞。
据试飞员反馈， 飞机动力充足、 振动
较小、 操纵性能良好。 首飞为下一步
持续性试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机型的验证机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在沈阳完成验证试飞， 是我国自
主研制的第一架以氢内燃机为动力的
通航飞机。 该验证机搭载的是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基于 “红旗” 汽
油机研发的国内首款 2.0L 零排放增压
直喷氢燃料内燃机， 功率为 80 千瓦。

验证机首飞完成后， 杨凤田院士
团队结合未来应用场景不断推动技术
完善，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通用
航空研究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研发总院、 北京锐翔氢能飞行器
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协同
攻关团队， 进一步提升发动机功率以
达到在通航机场的正常运行要求。 本

次首飞飞机主要核心部件初步实现国
产化， 发动机功率经台架测试达到了
120 千瓦。

这款氢内燃飞机是辽宁通用航空研
究院研制的 “锐翔” 电动飞机系列产
品。 经过 13 年艰苦攻关， “锐翔” 电
动飞机已经形成了双座、 四座， 陆上、
水上， 有人、 无人， 电动力、 氢动力、
混合动力等完整的新能源飞机谱系， 形
成了系列化、 族谱化发展格局。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 辽宁
通用航空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孙小平
介绍， 氢燃料内燃机飞机是以氢燃料
作为推进能源的飞机， 其碳排放量接
近为零。 随着人们对清洁能源的愈发
重视以及航空领域碳排放愈发严格的
控制 ， 未来氢能飞机将会更受青睐 。
通过氢能飞机的研制与运营， 推动氢
能航空全产业链发展， 可以推动我国
在绿色航空领域培养形成新质生产力，
培育低空经济新兴战略性产业。

据悉， 该飞机计划于 2024 年 4 月
整机赴德国参加航展， 并进行地面带
螺旋桨运行演示。

“南海救 103” 轮正式投入使用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叶昊鸣） 记者 30 日从交通运输部救助
打捞局获悉， 作为中国海上专业救捞
力量的新旗舰，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
局满载排水量 19000 吨的 “南海救
103” 轮当日正式投入使用。

据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 “南海救 103” 轮是由我
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深远海大功率多功
能综合救助船 ， 总长 136.9 米 ， 型宽
26.7 米 ， 型深 11 米 ， 设计吃水 6.5
米 ， 系柱拖力 350 吨 ， 续航力 16000
海里， 自持力达 90 天。 兼有水面遇险
人员搜寻救助、 深远海遇险船舶拖曳
救助、 海空立体搜寻救助支持、 对外
消防灭火、 应急抢险救助、 信息传输
与应急指挥 、 溢油污染监测等功能 。
该轮配备 DP3 动力定位系统， 可搭载
大、 中型救助直升机， 拥有 6000 米自
主式无缆潜航器和深海拖曳系统， 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位负责人表示， “南海救 103”

轮的建造是落实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中关于 “大型深远海多功能救助船等
新型装备” 和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 有关 “加强远洋深海极地
救援能力建设 ” 等内容的重要举措 ，
填补了我国深远海综合搜救能力的空
白。 该轮的正式投入使用， 将有效处
置应对各类海上突发事件， 执行深远
海遇险船舶、 航空器搜寻救援等任务，
为南海海上运输、 海洋资源开发等提
供安全和服务保障； 参与全球海上搜
救和国际救援行动， 维护我国海上运
输通道安全， 对于保障我国南海海域
海上人命安全和海上物流链供应链通
畅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 ， 随着 “南海救 103” 轮
的加入， 目前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在
南海海区的粤东、 珠江口、 琼州海峡、
西沙和南沙等重点海域动态部署了 25
艘专业救助船艇、 4 架救助直升机、 9
支应急救助队， 实施 24 小时全天候值
班待命， 全力保障群众海上出行安全。

2023年浙江绿电交易突破 80亿千瓦时
新华社杭州 1 月 30 日电 （记者

林光耀） 记者 30 日从浙江电力交易中
心获悉， 2023 年浙江绿电交易成交电
量突破 80 亿千瓦时， 达到 82.13 亿千
瓦时， 同比增长 218.85%， 绿电交易实
现跨越式增长， 市场活跃度不断增强。

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庄
晓丹介绍， 2023 年浙江累计组织绿电
交易 95 场 ， 参与绿电交易用户数量
1.6 万余家， 电力用户对绿色用能的需
求持续扩大 ， 绿电交易实现常态化 、

规模化。
目前， 浙江绿电交易以 “省间交

易+省内交易” 组合形式常态化开展，
约 26%的绿电交易电量通过省间交易
达成。 参与省内交易的绿电则主要来
自浙江省内的分布式光伏、 海上风电
等绿色能源。

数据显示， 浙江 2023 年新能源发
电量达 406 亿千瓦时， 较 2022 年增长
31%， 为省内绿电交易的活跃开展提供
了充足的绿电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