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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据新华社太原10月14日电 10月

14 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

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

该星将实现国际首次太阳 Hα波段光

谱成像的空间探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

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在太

阳物理领域研究能力，对我国空间科学

探测及卫星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

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羲和号”全称太阳 Hα光谱探测

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运行于

高度为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主要

科学载荷为太阳空间望远镜。Hα是研

究太阳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

的谱线之一，通过对该谱线的数据分

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

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有助于研究太阳

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

主任、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重大专项工程

总设计师赵坚表示，“羲和号”实现了我

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国正式

步入“探日”时代，将开拓我国太阳探测

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新局面，大幅提高我

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研究的国际地位。

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将观测太阳耀

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光球及色球表现，

探究太阳爆发的源区动态特性和触发

机制，同时探测太阳暗条形成和演化过

程的色球表现，揭示其与太阳爆发的内

在联系，还将获取全日面Hα波段多普

勒速度分布，研究太阳低层大气动力学

过程，为解决“太阳爆发由里及表能量

传输全过程物理模型”等科学问题提供

重要支撑。

该卫星采用了超高指向精度、超高

稳定度的“双超”卫星平台设计。平台

将在轨应用磁浮技术，大幅提高载荷姿

态指向精度和姿态稳定度。未来，双超

平台技术还将在高分辨率对地详查、大

比例尺立体测绘、太阳立体探测、系外

行星发现等新一代航天任务中开展广

泛应用，助推我国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

跨越式发展。

本次发射成功搭载了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的 2 颗政府间合作微小卫星：大

学生小卫星-1、大学生小卫星-2A，此

次任务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以来

首次发射卫星。此外，本次发射还搭载

了8颗商业微小卫星。

本次发射的“羲和号”卫星和执行

本次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均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国家

航天局负责卫星工程组织管理、重大事

项组织协调和发射许可审批。

在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今天，落区

环 境 的 安 全 成 为 大 众 关 注 的 焦 点 。

为缩小落区范围、保障落区安全，本

次发射是栅格舵落区控制系统首次

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开展的性能

验证试验，通过展开的栅格舵对一子

级返回进行姿态控制，可达到一子级

落区范围缩小 80%以上的目标，让运

载火箭落点更加精准可控，极大改善

落区安全环境。

发射前，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

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南京大学

还联合组织发起了首颗太阳探测科学

技术试验卫星征名活动，经过征集、遴

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最终定名“羲

和”。“羲和”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

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象征着中国对

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羲和号”模拟图

国际能源署
上调今明两年
全球石油需求

新 华 社 巴 黎 10 月 14 日 电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 14

日发布 10 月石油市场报告，分别

上调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石油

需 求 至 日 均 9630 万 桶 和 日 均

9960万桶。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由

于能源危机持续促使人们重新依

靠石油，因此 2021 年和 2022 年

的全球石油需求将分别增长日均

550万桶和日均330万桶。

报告指出，屡创新高的煤炭

和天然气价格以及停电促使全球

各国电力部门和能源密集型行业

转向石油，推高了全球石油需求。

得益于美国从飓风“艾达”的

冲击中恢复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

继续增加石油产量，国际能源署

预测国际原油供应量将在 10 月

大幅提高。

由于市场担忧能源供应以及

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原油价格在

10月初达到7年以来最高位。

国际能源署在月报中警告

说，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导致工业

活动减少，并导致全球经济从新

冠疫情中的恢复放缓。

全球结核病
死亡人数
十多年来首上升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5 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 14 日发布的

《2021 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多年来在结

核病防治方面取得的进展，结核

病死亡人数十多年来首次上升。

报告指出，许多国家的人力、

财力和其他资源从结核病被重新

分配到了新冠疫情的应对上，限

制了结核病基本卫生服务的提

供。另外，由于防控新冠疫情的

封禁措施，人们寻求结核病治疗

也变得更加困难。与 2019 年相

比，2020 年全球接受结核病诊

断、防治的人数要少得多，死于结

核病的人数更多，结核病卫生服

务的总体支出也在下降。

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约有

150万人死于结核病。目前，全球

约有 410 万名结核病患者尚未被
诊断或报告，这一数字高于 2019
年的 290 万。世卫组织的模型预
测表明，2021年和2022年结核病
患者和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报 告 还 显 示 ，2020 年 约 有
280 万人获得了结核病防治服
务，比 2019 年减少了 21%。耐药
性结核病治疗人数从 2019 年的
17.7 万人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15
万人，仅相当于需要治疗人数的
三分之一。

报告指出，全球用于结核病

诊断、治疗和预防服务的支出已下

降到53亿美元，这还不到2022年

之前每年为结核病应对提供 130

亿美元全球目标的一半。

报告呼吁各国恢复基本的结
核病卫生服务，将结核病研究和
创新的投资翻一番，卫生部门与
其他部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以解决结核病为社会带来的不良

后果。

李白诗歌节开幕

10 月 13 日，第 33 届马鞍

山李白诗歌节开幕。此届马

鞍山李白诗歌节包含文艺演

出、诗歌诵读、诗歌节成果展

示等活动。图为演员在马鞍

山李白诗歌节开幕式现场表

演。 新华社发（储灿林 摄）

流着蓝色血液的鲎，是如何活过4亿多年的
据新华社南宁 10 月 14 日电 中科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近日公布，发

现了 4.3 亿年前板足鲎一新属种“秀山

恐 鲎 ”。 而 板 足 鲎 的“ 亲 属 ”—— 鲎

（hòu），同是起源于恐龙尚未崛起的4

亿多年前。不同的是，在漫长的进化过

程中，许多生物和板足鲎一样早已灭

绝，但鲎却一直存活到了今天。

北部湾大学广西北部湾海洋生物

多样性养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关杰耀介

绍，鲎之所以能够存活几亿年，主要是

因为它们有坚硬的甲壳质外壳包裹，常

年生活在河口和近岸海域，对水质要求

不太高。据目前的发现，它们的天敌仅

有鳄鱼、猴子和海龟。而更重要的是

“鲎拥有一套独特、有效的防御和凝血

免疫系统”。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

色血液的动物，它们的蓝色血液对细菌

非常敏感，可以抵御细菌入侵。

目前，世界上仅存 4 种鲎，即分布

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鲎和

亚洲地区的中国鲎、南方鲎和圆尾蝎

鲎。由于栖息地破坏与缩小、不可持续

的采捕等原因，近年来中国鲎数量急剧

下降。2019 年 3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正式将中国鲎在红色名录中

的等级从“数据缺乏”调整为“濒危”。

广西北部湾海域及其沿岸滩涂是

中国鲎最集中、最主要的栖息地与繁育

地。为更好保护鲎资源，1993 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将中国鲎列为自治区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2006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局发布了《关于加强

东方鲎资源保护管理的通知》，对广西

范围内的中国鲎资源加强管理。今年

2 月，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公布，中国鲎被列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

动物。

为了挽救鲎种群，一些机构尝试人

工繁育、放流幼鲎。广西海洋研究所副

所长陈瑞芳长期从事鲎的育苗和养殖

工作。“2014年以来，北海地区开始增殖

放流幼鲎。现在北海滩涂上看到的幼

鲎数量比10年前有所增加。”陈瑞芳说。

“鲎种群基线数据的缺失是横亘在

鲎保护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关杰耀说，

成年鲎生活在潮下带的浅海地带，要调

查它们的种群数量比较困难。

为了更好地保护鲎，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鲎专家组于 2020 年启动

了“亚太区鲎观测站网络计划”，通过

“中国方案”推动亚太区三种鲎种群的

长期系统性监测。目前，在福建、广东、

广西和香港等沿海区域已设置 25 个观

测站。

一些环保公益组织也加入到保护

鲎的行列中。从2014年起，每年夏季，

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在广

西沿海开展幼鲎的基底数据收集、“不

吃鲎”倡导、走进校园科普宣传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