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中国载人登月计划”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2日公布
的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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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规划，为发射我国新
一代载人飞船和月面着陆器而全新研制
的载人运载火箭，预计在2027年首飞。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
征十号，设计了两种构型，第一种是带
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
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
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其
起飞规模达2100吨，起飞推力达2600
吨，高度约90米，能实现地月转移轨道
27吨的运载能力，预计2027年具备首
飞条件。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总设计师容易表示，为了优化空间
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
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
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

新一代载人飞船
模块化设计适应性更强

除了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新一代
载人飞船也正在研制，它采用模块化设

计，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
1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

师张海联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
峰论坛上介绍了相关信息，新一代载人
飞船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
逃逸塔主要是在火箭上升的过程中，一
旦火箭出现故障，可以把返回舱快速地
带离故障火箭，保证航天员的安全。返
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
舱主要是提供飞船的推进和能源。新一
代载人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
乘3名航天员。

在新一代载人飞船的基础上，我国
还在统筹研制近地飞船。张海联说，近

地飞船的乘组为4至7人，这也为后续开
展空间旅游预留了空间。返回舱、逃逸
塔与登月飞船基本一致，服务舱按照近
地任务要求进行研制，主要是减少了发
动机和推进器贮箱的容积。

载人月球车
可在10公里范围内采样

到达月球轨道后，如何登陆月球
呢？张海联介绍了月面着陆器的设计
思路。月面着陆器具有自主控制飞行
能力，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主要是
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
面并返回环月轨道。登月舱是航天的
座舱，安装了4台7500牛发动机，具备
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
安全。推进舱主要是负责完成着陆器
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
的主减速阶段。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航天员将
乘坐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张海联介
绍，航天员将乘坐月球车在10公里的范
围内开展月球采样，以及相应的月面实
验。

除了载人月球车之外，我国还计划
发射一个具备大范围移动能力的月面移
动实验室。它可以长期无人自主在月面
活动，并可以支持航天员短期驻留。张
海联表示，之后再发射相应的舱段组装
成月面科研实验站，具备中期驻留能力，
之后再考虑利用月面的原位资源来进行
月面设施的建造，进一步扩展月球科研
实验站的功能。 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

载人登月“专车”——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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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月球探测四期工程

月球南极找水嫦娥七号任务难度大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国家网信办
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近日
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办法的
出台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
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为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
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数
据安全和偏见歧视等问题。办法坚持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明确了促进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具体措施，
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规
范。

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
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

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
促进发展方面，办法称，鼓励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
新应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
质内容，探索优化应用场景，构建应用
生态体系。支持行业组织、企业、教育
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
机构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数
据资源建设、转化应用、风险防范等方
面开展协作。

针对服务规范，办法要求，服务提供

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
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涉及个人
信息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责任，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采取有效措施
防范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发展与治理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方参与，共同促
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让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

登月装备即将上新

月面着陆器、载人月球车都在路上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介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
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总的目标是：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
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突破
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
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
研、回”等多重任务。

我国探月工程的步伐一直围绕
“探”“登”“驻”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目前正在进行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
计师吴伟仁介绍，嫦娥六号任务计划
于2024年前后实施，它的主要任务是
到月球背面采样，并携带月球样品返
回地球，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
面采集月壤。

吴伟仁表示，嫦娥七号计划2026

年前后实施发射，将去月球南极寻找
存在水的证据，嫦娥八号将配合嫦娥
七号在月球南极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
的基本型，对月球资源勘探和利用等
进行一系列试验。嫦娥七号将由月球
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飞跃器等部
分组成，有望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
降落的航天器。

嫦娥七号的“月球找水”任务非常复
杂，风险系数也非常高。吴伟仁说：“这是
探测器第一次在月球南极降落，其地形地
貌、地理环境都不是很清楚，要通过轨道
详查之后初步选定降落点。月球温度、环
境都很恶劣，和地球的南极北极一样，有
极昼和极夜现象。我们初步估算在月球
南极一年中长期光照在100天左右，低温
零下100多摄氏度，探测器在这种环境下
长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吴伟仁表示，不同于此前着陆月球
的嫦娥三号、四号和五号，嫦娥七号任
务需要特意寻找坑多的地方着陆，因此
挑战极高，“我们的飞跃器要在坑里找
水，坑要比较深一点、最好是长时间太
阳照不着的，这对着陆点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嫦娥七号任务只是后续探月四期任
务中的一步，未来它将和嫦娥八号组成
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计划在2030
年前建成。

吴伟仁透露，嫦娥八号拟于2028年
前后发射，主要任务是对月球上的资源
进行勘查，并对资源的再利用进行实
验。比如在上面能不能盖房子，还有在
上面进行通信，这些可以在嫦娥八号上
进行充分实验，为以后真正大规模的月
球科考提供保障。 据央视新闻

中国科学家发现
全新高温超导体

12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
刊登我国中山大学王猛教授团队与其
他单位合作的成果：首次发现液氮温
区镍氧化物超导体。这是人类目前发
现的第二种液氮温区非常规超导材
料，将有望推动破解高温超导机理，使
设计和预测高温超导材料成为可能。

超导材料具有绝对零电阻、完全
抗磁性和宏观量子隧穿效应的特殊性
质，因此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王猛介绍，团队耗时3年半，成
功生长了镍氧化物La3Ni2O7单晶，
随后在实验上确定了此单晶材料能够
在压力下实现超导，转变温度达到液
氮温区，高达80开尔文。这是继铜氧
化物高温超导体后，另一个完全不同
体系的高温超导体，“根据机理，有望
与计算机、AI技术等学科交叉后，设
计、合成新的更多的更容易应用的高
温超导材料，实现更加广泛的应用。”

据新华社

原银监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蔡鄂生受贿、利用
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案
一审开庭

2023年7月13日，江苏省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原
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一案。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6年至2021年，被告人蔡鄂生利用
担任原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等职
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
贷款、业务承揽、职务提任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9亿余元。
2018年至2021年，蔡鄂生利用曾任原
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的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股权转让、融资贷款、工作调
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
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亿余元。2010年至2013年，蔡鄂
生在担任原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
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在履
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
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检察机
关提请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追究蔡鄂生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蔡鄂生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充分发
表了辩论意见，蔡鄂生进行了最后陈
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