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成功之路永无止境3

回顾近三次发射，中国航天分别
通过三发火箭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
太空，其中有两颗卫星是《国家民用
空 间 基 础 设 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15-2025 年）》中的遥感卫星，均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
每颗卫星都功能强大，意义不凡。

以最新发射的陆地探测四号01

卫星为例，该卫星采用L波段合成孔
径雷达（SAR）载荷，可提供多种观测
模式，是我国天基灾害观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卫星投入使用后，将凭
借快速机动、高精度微波成像的特点
助力防灾减灾工作，并将与其他遥感
卫星联合应用，进一步完善我国天基
灾害监测体系。

再比如由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发
射升空的地卫智能应急一号卫星，该卫
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具备智能操作系
统，配置高分辨率面阵相机、近红外相
机等载荷，利用星上智能处理技术提供
地面热点地区遥感观测服务。此外，该
卫星还是国内首个将汽车底层操作系
统运用到商业航天上的案例。

““五天三箭九星五天三箭九星””

中国航天近期连续发射成功意味着什么中国航天近期连续发射成功意味着什么？？
8月9日6时53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

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环境减灾二号06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8月13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探测四号01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本次任务是继8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又一次胜利。而在8
月10日，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搭载西光壹号01星等
七颗卫星顺利升空。“五天三箭九星”，意味着什么？

纵观世界航天发展态势，航天仍
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事
业，需要久久为功，不断突破和超越
自我。

面对“合成孔径雷达在高轨道上
能否成像”这一难题，研制团队从成
像机理开始深挖，梳理出影响成像的
关键因素并逐一进行分析。

“想想老一辈航天人是怎么过来
的。没有成熟经验，我们就从最原始
的原理入手，再逐渐尝试，一步步探

索出道路。”回忆起当时的论证场景，
陆地探测四号01卫星总指挥兼总设
计师张庆君坦言，面对“一张白纸”虽
有过迷茫，但始终有一种精神力量在
支撑着大家前进。

作为我国发射次数最多的一型
火箭，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经历
了大量发射任务考验，其技术成熟度
和可靠性有目共睹，执行此次陆地探
测四号 01 卫星发射任务，研制团队
仍未停下优化改进的脚步。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近年
来采取多项技术改进和可靠性增长
措施，这些改进也应用于本次发射任
务，为用户持续提供优质发射服务。”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型号总体
设计师张耘隆介绍，火箭研制团队共
对箭上和地面设备进行了10余项优
化改进，涉及常规发动机、低温发动
机、软件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了火箭
的可靠性。

据新华网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取得的“三
连胜”中有一次执行发射任务的运载
火箭是我国民营火箭公司研制，这意
味着除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国家队”
外，“民间力量”作为中国航天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8月10日中午，由星河动力研制
的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一箭七星”成功发射，此次
任务是谷神星一号系列商业运载火

箭一个月内的第二次发射，今年以来
连续第三次成功发射，也是该型火箭
连续第七次成功发射。

目前，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已累计
服务15家商业卫星客户，完成28颗不
同功能商业卫星的入轨发射。为对地
观测、气象监测、卫星物联网、科普教育
等多个应用领域提供了发展助力。

此外，我国新兴商业航天公司东
方空间的“引力-1 号”中型运载火

箭，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于山东东方航
天港执行首飞任务，此次发射计划为
海上发射。火箭研制团队负责人介
绍，“引力-1 号”定位于满足低轨中
小卫星大规模组网需求，火箭高31.4
米，整流罩直径4.2米，起飞重量400
吨，起飞推力 600 吨，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6.5吨，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4.2 吨。该型火箭一旦首飞成功，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民营航天力量不断发展壮大2

每颗卫星都有其独特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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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台风“卡努”：

影响东北分“三步走”

“卡努”是个“长寿”台风，生命史长
达15天，路径飘忽，南北跨度4000多公
里。8月10日在韩国庆尚南道沿海登陆
并持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
弱，11日23时减弱为热带低压并在辽宁
庄河沿海登陆，12日停止编号。

受其影响，8月10日凌晨开始，吉林
省出现降雨天气，延边东部出现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吉林
省的最东端——珲春防川 172.5 毫米。
为什么台风在朝鲜半岛，降水却主要在
吉林省东北部？

吉林省气象台台长陈长胜说，这要
从台风的结构说起。台风从中心向外
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
区。台风眼区一般风平浪静，云墙区狂
风暴雨，螺旋雨带则有几条雨(云)带呈
螺旋状向眼壁四周辐合，雨带宽几十到
几百公里，长几千公里，雨带所经之处
会出现风雨天气。

“通常北上进入东北地区的台风其
整体‘形象’已不再如此‘精致’，大体可
以分为台风本体环流(云系)和外围环流
(云系)两部分。”陈长胜说，当台风离得
很远的时候，外围云系伸展过来降雨即
会开始，例如本次延边东部的降雨就是
在“卡努”的外围螺旋雨带上产生的，这
是台风影响东北的“第一步”。

陈长胜说，台风影响东北的“第二
步”就是台风中心逼近时台风本体带来
的降水，近年来影响最重的台风本体降
雨是 2012 年“布拉万”和 2020 年“美莎
克”，本次台风“卡努”的本体强降雨主
要出现在朝鲜半岛，在东北地区则非常
弱。

陈长胜说，台风影响东北的“第三
步”是在台风登陆减弱甚至消亡以后，
其残余水汽(残余云系)带来的降水，此
时通常有台风之外的“帮手”出现，接下
来 8 月 13 日东北地区中东部的强降水
即是“卡努”残余水汽与一个叫做低涡
切变的“帮手”相互作用带来的。

此次台风“卡努”的降水也是分“三
步”实施，反而是台风本体带来的降水
最弱，这与通常看到的台风中心周边给
南方地区带来的狂风暴雨有很大的不
同。究其原因，还要从降雨特别是暴雨
的成因来解答。

吉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胡中明
说，水汽条件和动力条件是形成暴雨最
重要的两大条件。本次台风主体进入
东北，自己携带着足够的水汽，但环流
(风场)在不断地与长白山脉“斗争”中减
弱迅速，临近中国东北时已无法提供暴
雨所需的动力条件，没有出现明显降
雨，反而让人感觉到一丝“闷热”，而8月
13日的“帮手”低涡切变则会携带动力
条件而来，把暴雨所需的条件补齐了。

胡中明说，降雨过程中如果有不稳
定能量加持，“雷雨”将唱“主角”，甚至
出现短时大风、冰雹或者龙卷，反之降
雨过程则比较“安静”、平稳，这就使降
雨形成了“对流性”降雨、“稳定性”降
雨、“混合型”降雨，本次台风“卡努”降
雨的不稳定能量不足，其偏“稳定性”。

据中新网

正值暑期，中国多地“官方免费带
娃”服务上线。

连日来，中新社记者走访柳州市
城中区碧桂园滨江府小区党群服务中
心、清华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多个
社区开设的暑期托管班，均利用原有
闲置区域设置作业区、阅读区、游戏
区、电影放映区等，孩子们根据课程表
安排，在不同的区域学习、活动。

柳州市前茅社区党委书记何世民
介绍，在平时下户走访中，社区工作人员
得知，很多二孩和双职工家庭家长为孩
子放暑假的去向而苦恼。2022年开始，
社区征求民众意见后，便利用惠民资金
购买社会服务，开展免费暑托服务。

社区开办暑期托管服务，被称为
“官方带娃”。

此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
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介绍，调查显示，
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
素，城市中超过 1/3 的家庭有托育需
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
务供不应求。

鼓励生育，需先破“带娃难”。为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多地政府
积极出台相应政策。上海出台《关于
加强本市社区托育服务的指导意见》，
推进嵌入式、标准化的社区托育点“宝
宝屋”建设，为辖区内1岁-3岁的幼儿
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等集中照护、上门

指导和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早在2021 年暑期，成都全域推行

“官方带娃”，在全市23个区(市、县)探
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今年暑假，山
东济南、日照、东营等地均开启“暑期
托管”新模式，由当地工会、社区等开
办暑期托管班，让孩子们有新去处。

中国先后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提出发展托育服务的基本原则、重点
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从 2020
年至2023年，中国共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36亿元人民币，新建48个地市级
以上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据中新网

中国多地上线“官方免费带娃”

破解假期“带娃难”
6号台风“卡努”是今年影响

东北的第二个台风。吉林省气
象专家 13 日对“卡努”进行详细
解读时指出，台风影响东北可分

“三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