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商飞公司一架
C919飞机从四川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起飞，经过2小时8分钟飞
行，平稳降落在西藏拉萨贡嘎
国际机场。这是C919飞机首次
飞抵拉萨，与正在进行演示飞
行的ARJ21飞机相聚在“世界屋
脊”青藏高原。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位于雅
鲁藏布江河谷，海拔高度3569
米，周边山峰众多，气象环境复
杂多变，对飞机高原运行性能
有很高的要求。此次飞抵拉
萨，C919飞机将开展环控、航
电、动力装置等高高原运行关

键系统的研发试飞，以及高高
原机场适应性检查，为后续满
足高高原航线运行需求和高原
型研发奠定基础。

自2024年8月21日开始，
ARJ21飞机以四川成都、青海西
宁和西藏拉萨为运行基地，开展
“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截至
目前，已完成25条航线，55个航
段，62小时的飞行任务，覆盖11
座高高原机场，并4次执飞世界
海拔最高民用机场——稻城亚
丁机场，充分验证了ARJ21飞机
高高原运行的适应性。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C919首次飞抵拉萨

国产商用飞机“聚会”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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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区
域一处山顶，一个直径6米的白色
“圆球”在蓝天白云下格外醒目。
这便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自主
研制成功的500毫米口径激光通
信地面系统。它的本领可不简单，
能高速接收卫星传回的探测数据，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随着系统完成部署，我
国首个业务化运行的星地激光通
信地面站正式建成，并进入常态化
运行阶段。该站的建成打通了星
地激光通信全链条业务流程，将进
一步推进星地激光通信的工程化
应用。

激光可容纳成百上千“车道”

目前，我国卫星数据接收仅靠
微波地面站。随着我国航天事业
快速发展以及卫星技术不断进步，
卫星探测产生的数据呈几何级增
长，但海量数据无法及时下传的问
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太空资
源的高效利用。依靠设施规模扩
充和局部技术指标提升，已无法满
足未来星地高速通信的需求。因
此，迫切需要新技术手段来解决星
地通信速率瓶颈问题。

激光，是星地海量数据传输的

新选择。星地激光通信以激光为
载体，可实现卫星与地面之间的高
速信息传输，是未来星地高速通信
的重要手段。

区别于传统微波通信，星地激
光通信可用频谱资源极其丰富，带
宽可达数太赫兹（THz），相较于微
波通信提高了十倍到近千倍。对
此，空天院高级工程师李亚林解释：
“如果将频段比作道路，那么微波X频
段是单车道，微波Ka频段是四车道，
而激光可容纳成百甚至上千车道。”

“此外，激光通信系统重量轻、
体积小、功耗低、保密性强，能够满
足星地海量数据传输需求。”李亚
林补充道。

4800米高海拔无人区站点

星地激光通信优势明显，但也
易受多云、雨雪等天气和大气湍流
影响。因此，合理的站址选择能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复杂非稳态大气
信道导致的光束质量恶化，提高星
地激光通信的性能和可用度。

从我国大陆地理地形分布角
度考虑，位于第一阶梯的帕米尔高
原地区具有平均海拔高、气候干燥
等特点，是极优良的站址地点。星
地激光通信地面站所在的慕士塔
格峰区域大气条件好、视宁度优，
可媲美世界一流光学站址，且气候

干燥少雨，全年均可开展星地激光
通信任务，为星地激光通信的业务
化运行提供了优良条件。

高海拔无人区站点的建设和
运维非常不易。自2019年起，历
经几年时间，空天院在自然条件恶
劣的帕米尔高原建成了星地激光
通信地面站。该站包括位于海拔
约 4800米的科研区和位于海拔
3300米的保障区，激光通信地面
系统部署在科研区，运维人员工作
在保障区，未来将通过远程操作方
式实现长期可靠的业务化运行。

“前期，项目团队在帕米尔高
原上累计行程达30万公里，进行
选址、测量、论证、建设等工作。”回
忆起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的建设
之路，空天院高级工程师、中国遥
感卫星地面站喀什站站长王建平
说，“这里的无人区无路无水无电，
还会有极端恶劣天气。面对困难，
项目团队团结协作，完成了这项艰
巨任务。”

据了解，项目团队先后突破了
大气信道预测及任务规划调度、激
光信号的快速捕获建链和自适应
光学校正、复杂大气条件下的无误
码传输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
夜间星地激光通信的常态化运
行。近期，项目团队又攻克了白天
强大气湍流、强背景光下的可靠星

地激光通信难题，首次成功完成了
白天星地激光通信试验，将星地激
光通信的可用时段提高了近一倍，
进一步支撑了星地激光通信地面
站的业务化运行。

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网正
规划论证

当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正加速发展星地激光通信技术，布
局建设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网络。
未来，我国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又
将如何发展？

“我国星地激光通信发展非常
迅速，各项关键技术均已突破，正
在开展工程化试验试用，以支撑后
续的规模化组网应用。”空天院研
究员、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主任黄
鹏告诉记者。

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的常态
化运行，将为我国下一代星地海量
数据传输体系规划和新一代卫星
地面站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据
介绍，空天院正在规划、论证建设
国家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网，通过
在我国西南、西北和东部地区建设
多个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进行组
网，可以进一步克服天气对星地激
光通信的不利影响，大幅提高星地
激光通信的可用度。

（来源：《光明日报》）

我国首个业务化运行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建成

搭建星地信息传输“高速路”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
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02万高
斯（即42.02特斯拉）的稳态磁场，
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
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4万高
斯的世界纪录，成为国际强磁场水
冷磁体技术发展新的里程碑。这
也是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继2022
年混合磁体成功创造45.22万高
斯的世界稳态磁场纪录之后，取得
的又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稳态强磁场是物质科学研究
需要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是推动
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几十年
来，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磁场条件

下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科
研成果，先后有十多项科研成果获
得诺贝尔奖。目前国际上有五大
稳态强磁场实验室，分布于美国、
法国、荷兰、日本和中国合肥科学
岛。稳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类
型，即水冷磁体、超导磁体以及由
水冷磁体和超导磁体组合的混合
磁体。水冷磁体是科学家们最早
使用的磁体类型，拥有磁场调控灵
活快捷，且具有能够产生磁场强度
迄今远高于超导磁体的优势，为物
质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和高效的
实验条件。

在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联合
科研攻关项目的支持下，经过近四

年的不懈努力，强磁场技术研究团
队创新了磁体结构、优化了制造工
艺，最终在32.3兆瓦的电源功率
下产生42.02万高斯的稳态磁场，
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强磁场水冷
磁体技术发展的新高峰。这一磁
体的研制成功不仅更好地满足了
科研用户对快捷调控的稳态强磁
场的实际需求，为科学家们探索新现
象、揭示新规律提供了强大的实验条
件，更为我国建设更高场强的稳态磁体
奠定了一项关键技术基础。

强磁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
力研究员将稳态强磁场技术的发展
形象地比作乒乓球赛场上的竞技，
“水冷磁体、超导磁体都是‘单打高

手’，混合磁体是‘混双组合’，2022
年我们曾以综合优势问鼎混双冠
军，今天我们在这一领域又有了新
的突破，拿下了一项‘单打冠军’。”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2010年开始“边
建设、边运行”，2017年全部建成
投入全面运行。截至2023年底，
装置已经运行超过60万个机时，
为国内外197家单位提供了实验
条件。装置用户在物理学、化学、
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药物学、工程
技术等领域开展了超过3000项课
题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科技成果。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国稳态强磁场刷新水冷磁体世界纪录

9月16日登陆上海的台风“贝
碧嘉”还没走远，另一位“访客”便
已快马加鞭赶来。

9月19日18时50分前后，今
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在浙江岱
山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0级（25米/秒，强热带风暴级），
并于当日21时45分左右在上海市
奉贤区沿海二次登陆。短短一周
内，华东地区遭受台风“二连击”。

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
程师范蕾表示，近期台风活跃，是
因为副热带高压偏北，副高脊线在
北纬30度附近，给热带辐合带和
台风发展预留了空间。尤其是“贝
碧嘉”和“普拉桑”两个台风生成
后，受到副热带高气压南侧引导气

流的影响，便直面江浙沪而来。
“相比于台风，副热带高压是

个更加庞大深厚的天气系统，它是
每年夏季影响我国天气形势最大
的一个因素。”范蕾说，台风作为一
个低压系统，无法进入到副热带高
压的内部，一般都是沿着副热带高
压的外围行进，如果副高强度强且
位置偏北，那么台风就会向西北方
向移动，进而影响华东地区。

通常来说，6月至8月生成的
台风被称为夏台风，9月至11月生
成的台风则称为秋台风。今年秋
台风为何“偏爱”登陆江浙沪？

对于网友们较为关注的一个
问题——今年秋台风是否格外“偏
爱”江浙沪？气象专家表示，目前

还无法下此结论。从路径上看，秋
季能够北上的台风相对较少，整体
来说秋台风主要影响南海和华南
地区。不过相比于夏台风而言，秋
台风一般不存在明显的数量优势，
但强度却不容小觑。

“因为夏末秋初时海洋表层温
度达到高点，为台风提供了更多能
量。”防汛减灾高级工程师罗堂松
分析，此外，秋季冷空气活跃，台风
与冷空气相遇后产生叠加效应，在
特定条件下形成倒槽，导致暴雨和
大风的影响范围、程度大大增加。

在罗堂松看来，秋台风的路径
往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甚至
有些“诡异”。“秋季时西风带系统、
副热带高压、赤道辐合带等各种因

素都在博弈和较量，气候环境不稳
定，也导致预报预测的难度加大。
因此，对于秋台风的一些热门登陆
地而言，更应提高警惕。”

“普拉桑”之后，今年秋台风对
我国的影响尚未结束。

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毛燕军表示，由于目前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一带的海表温度还比较高，
28℃以上的海温区分布较广，热带
附近的洋面上还有30℃以上的高
海温区，台风生成的概率还比较
大。后期需重点关注大气环流对
台风的引导作用以及冷空气活动
的时间，是否与台风影响时间重
合。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一周“二连击”，今年秋台风“偏爱”江浙沪？

我国研发的全球首个多模
态地理科学大模型“坤元”近日
在京发布。“坤元”可实现地理
专业问题解答、地理学文献智
能分析、地理数据资源查询、地
理数据挖掘分析、专题地图绘
制等功能，有望赋能地理科学
研究，加速重大地理科学发现。

“坤元”是专注于地理科学
的专业语言大模型，由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单
位共同研发，具备“懂地理”“精
配图”“知人心”“智生图”等特
点。

据介绍，研发团队建立了
涵盖4大类、16小类的地理全
学科语料库，提供320亿词元供
大模型自监督学习，并制作了4
万余条高质量地理学指令进行
模型微调。相比通用语言大模
型，“坤元”更熟悉地理学的语
言模式、专业术语和领域知识。

“坤元”可以根据生成的文

字答案检索不同地理要素，并
匹配地理景观照片、专题地图
或示意图表呈现给提问者；可
以根据用户指令完成概念理
解、数据获取、信息分析等流
程，最终生成用户需要的专业
地理图表；还能充分考虑不同
类型用户的地理知识结构和表
达差异，给出适配不同用户的
专业解答。

“‘坤元’有助于解放地理
从业者的双手，赋能地理科学
研究，加速重大地理科学发现，
目前已支撑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10余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苏奋振
说。

据介绍，研发团队接下来
将推进地图大模型及地理推理
机研发，有望让地理科学语言
大模型读懂地图；还将打造地
理科研协作大平台，让科学家
通过共享数据、模型、研究思路
等方式协同工作。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全球首个多模态地理科学大模型发布

一个国际天文学研究团队
最近报告说，他们观测到了一
个总长度达2300万光年的黑洞
喷流系统，是银河系直径的约
220倍。这是迄今观察到的最
大黑洞喷流，可能改变人类对
黑洞乃至宇宙结构的认识。

对于星系中央超大质量黑
洞，其强大引力会吸引周围物
质旋转着落向黑洞，形成圆盘
状的吸积盘，同时产生两股强
大的喷流，从离黑洞表面很近
的地方分别朝吸积盘的“上方”
和“下方”高速喷出，将大量物
质和能量抛进星系之间的宇宙
空间。

由欧美多家机构科研人员
组成的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
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设在
荷兰等国的低频射电望远镜阵
列收集的数据，发现了这个黑
洞喷流，并用希腊神话中巨人
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波尔费里
翁”。借助设在美国和印度的

其他观测设备，研究人员确定
该喷流来源于75亿光年外一个
星系的中央黑洞，它开启旅程
时宇宙年龄约63亿岁，还不到
现今的一半。

要产生如此巨大的喷流系
统，黑洞必须连续10亿年每年
吞噬相当于一个太阳的物质，
以维持喷流的能量供应，而且
喷流传播的过程中不能受到重
大干扰。由于宇宙一直在膨
胀，“波尔费里翁”诞生时宇宙
还比较小、结构致密，喷流遭遇
“交通事故”的概率应该较高，
研究人员目前不清楚它为什么
能延展如此之长还保持稳定。

此外，研究人员指出，低频
射电望远镜阵列的观测范围只
覆盖了15%的天空，这意味着可
能还有更多巨型黑洞喷流有待
发现，这类喷流对宇宙演化的
作用可能比原先认为的更重
要。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天文学家观测到迄今最大的黑洞喷流系统

记者近日从中国海油获
悉，“海葵一号”和“海基二号”两
大“国之重器”将同时投产，标志
着我国在超大型油气装备的自
主建设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
台——“海基二号”集钻井、生
产、生活多功能于一体，总高度
达428米，总重量超5万吨。亚
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
厂——“海葵一号”高近90米，
总重约3.7万吨，最大储油量达
6万吨，每天可处理原油约5600
吨。“海基二号”采上来的原油
预处理后，通过水下管缆输送到
“海葵一号”进行加工，处理成合
格原油后进行储存并外输。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副总
经理袁玮表示，项目成功攻克

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技术
自主可控、推动亿吨级深水油
田焕发新生机的同时，大幅降
低工程建设和生产成本。同
时，开创了“深水导管架平台+
圆筒型油气加工厂”开发模式，
在国际深水油气开发领域属于
首次应用，为经济高效开发深
水油气田贡献了中国方案。

两大国之重器所在的流花
油田1996年3月投产，是我国
首个深水油田，平均水深约324
米，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6亿
吨。油田经28年开采，累计贡
献深水油气超2300万吨。为提
高油田整体采收率，进行二次
开发，计划新建32口井，油田高
峰日产油将达到2700吨。

（来源：央视网客户端）

两大“国之重器”将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