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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我国今年将发射神
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两艘载人飞
船和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20日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了这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任务
标识。

自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起，每次
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标识。
2023年至今，每年都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本年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

根据飞行任务规划，我国今年将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射神舟二
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飞行乘
组均由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神舟
二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对接于核心舱
径向端口，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发
射后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

据介绍，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
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
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
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工
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
育等重要活动。

今年下半年，我国还计划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
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核心舱后向端
口，主要上行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
等出舱消耗物资，保障平台安全运行
的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
载荷和样品；下行在轨废弃物。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中国载
人空间站工程正式进入应用与发展阶
段，每年将发射2艘载人飞船、1至2
艘货运飞船。

新纪录！聚变发电更近一步

中国“人造太阳”跨越“亿度千秒”大关
据新华社电“998、999、1000……”

大屏幕上的数字最终定格在1066，原本
安静的控制大厅一片欢呼。1月20日，
我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安徽合肥
创造新世界纪录，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
1000秒“高质量燃烧”，标志我国聚变能
源研究实现从基础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
大跨越，对人类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
重要意义。

EAST形如“巨罐”，汇聚“超高温”
“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
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零部
件协同工作，拥有专利近2000项。十余
年来，EAST历经15万多次实验，最终实
现“亿度千秒”的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
体运行，攀上新的科学高峰。

从长脉冲高约束模运行60秒、100
秒到2023年的403秒、如今突破1000
秒，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的“人造太阳”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让中国聚变研究跻
身世界前列，也为全球聚变堆建设提供
重要依据。

“聚变反应达到千秒量级才能自我
维持，跨越‘亿度千秒’意味着人类首次
在实验装置上模拟出未来聚变堆运行所
需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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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参数跨越的背后，是
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的跨越。磁约束核
聚变，就是让等离子体在“笼子”里沿着

“磁跑道”奔跑，进而聚变释放能量。
“以前笼子里跑的是‘小绵羊’，这次

实验是一群试图脱缰的‘野马’，考验着
装置各项系统的稳定性。”EAST物理实
验总负责人龚先祖介绍，科研人员提升
加热系统稳定性、控制系统精准性、诊断
系统精确性，解决了等离子体物理集成、
壁材料排热等前沿问题，显示了我国在
这一领域的系统科技能力。1月19日，EAST物理实验总负责人龚先祖在控制大厅监测实验数据。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1月19日，
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
龙2”号大洋队在阿蒙森海成功回收中
国首套极地深水生态潜标。

“雪龙2”号大洋队队长罗光富介绍
说，这套潜标是2024年初布放的，布放
水深约3000米。其主要生态传感器依
托重点研发项目自主研发，通过光学和

声学方式对上层海洋磷虾进行长周期
探测。

成功回收后，考察队员将对收集到
的长周期序列的磷虾数据以及相关的
生态环境参数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以更
好掌握南极磷虾的季节分布特征，分析
全球变暖背景下南极主要生物种群状
态及气候变化潜在影响。按计划，考察

队将在该套生态潜标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光学和声学探测模块，拟于2月中旬
再次布放。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由自然资源
部组织，计划依托“雪龙”号、“雪龙2”号
和各考察站开展一系列综合调查监测，
研究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
与反馈。

据新华社电 1月22日，腊月二十
三，这一天是北方传统的小年，而南方
传统的小年则在腊月二十四。小年到，
甲辰龙年即将别去，乙巳蛇年日渐临
近，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迎
新春。

何为“年”？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年的形成，来
源于古人对季节、收成、天象、历法的认
识，这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果实。
年，首先是与农作物的收获相关。甲骨
文中的年字，就是人背禾的象形字。《说
文解字》曰：“年，谷熟也。”随着历法知
识进步，古人又根据天象、物候等来确
定四季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年就成了这

一循环的最好概括。
中国人过年始于腊八，俗话说“过

了腊八就是年”。这里所说的“年”指的
是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俗称“大
年”。与大年相比，还有一个相当于“预
热”的小年。“甲子春侵腊，燕京又小
年”，说的就是北方的小年；“春节前三
日，江乡正小年”，说的则是南方的小
年。“从腊八到小年，再到除夕和大年初
一，这二十几天，都是喜庆和热闹的过
年节奏。”王来华说。

旧时，小年最重要的习俗就是祭
灶，这是我国南北共有的一项习俗。祭
灶时，最常见的祭品便是又甜又黏的麦
芽糖，意在招待好灶王爷，请他“上天言

好事”，多说“甜言蜜语”。清代的一首
小诗“岁暮方思媚灶王，香瓜元宝皆麦
糖”，写的就是这个场景。“现如今，祭灶
的习俗已不再时兴，但麦芽糖依然是过
小年的标志性食物，人们用它传达求吉
纳祥的美好寓意。”王来华说。

春节，是中国人传统节日中最隆
重、最宏大、最具狂欢性的节日，而小年
又是迎接春节最响亮的前奏曲，人们开
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扫房子、赶年集、
理头发、买春联、做美食，而在外漂泊的
游子们也开始收拾心情，打点行囊，准
备踏上返乡归程。“壶觞迎小岁，灯火候
仙坛。”迎小年，过大年，让我们热热闹
闹地好好过年。

又是一年小年日 家家户户迎新春

我国今年将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

三次任务标识向社会公布

“雪龙2”号回收中国首套极地生态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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