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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在
第四届（2019）中国人因工程高
峰论坛上说，我国将在2022年
前后完成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
营，空间站的近期规模为100
吨，可载3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
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
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
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
能力的国家。”周建平说。

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
造将遵循符合国情和体现国家

发展战略目标等原则，利用当
代先进技术，重视应用效益、追
求运营经济性、规模适度，目前
初定的空间站设计规模为100
吨，可载3人，并预留拓展空间。

据介绍，空间站未来将成
为我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主
要平台，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
三个目标：一是掌握大型空间
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达到
或接近国际空间站水平，并能
利用当代的技术成果，发挥后
发优势实现超越。

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
飞行的生活和健康保障技术。

在空间站建设和应用中，人是
核心因素。只有使航天员能健
康地生活，才能保障其高效地
工作。

三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
为科学家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
平台，以期能达到在科学方面若
干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

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由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人因
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倡议发
起，本届论坛由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和中山大学共同主
办，于 16日至 17日在广州举
行。 （新华社）

记者16日从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
所获悉，近日，岩溶地质研究所
联合中外专家，开展“西南岩溶
地质遗迹调查”时，在广西西南
边境发现一大型天坑群。

据介绍，此次新发现的天
坑群，由19个天坑组成，主要
分布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的城
厢镇和龙合乡，系目前北回归
线以南发现的最大天坑群。

据调查，那坡天坑群大部
分天坑容积在百万立方米以
上，原始景观保存完好，人为活
动痕迹较少，天坑与地下河及
其洞穴系统相连。那坡天坑群
形成于定业地下河流域内，地
下河汇水面积486平方公里，
地下河总长60公里，落差292
米。

“这些天坑有的发育于海
拔1000多米的高原之上，有的
顺着谷地地下河轨迹呈串珠状
分布。那坡天坑群的发现对完
善天坑演化理论具有重要科学
价值。”岩溶地质研究所党委书
记蒋忠诚说。

那坡天坑群保存有完好的
原始植被群落，如董棕、蛇根
草、爬树龙、香木莲、棕榈树等，
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董棕

群落，林木均高在30米以上。
天坑中央香木莲树高50米，仅
次于大石围天坑香木莲。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显
示，此次调查是“全球岩溶动力
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
学计划实施的组成部分。调查
结果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制定
相关岩溶国际标准的样本。

据了解，我国的天坑主要
集中在广西、贵州、重庆、云南、

四川以及陕西汉中。其中，广
西的“天坑家族”规模最大。国
内位居前列的大型天坑群，有3
个位于广西：最大的是乐业大
石围天坑群，共有29个天坑；
其次是此次发现的那坡天坑
群；第三是巴马盘阳河天坑群，
发现天坑15个；第四是陕西镇
巴县的三元天坑群，发现天坑
13个。

（新华社）

德国巴伐利亚州对华高教中心主任菲
利普·登格尔16日表示，当地高校德国学生
赴华学习热情不断提升。

登格尔在当天举办的一场该地区留华
校友专题研讨会上表示，该中心与中国驻德
使馆建立奖学金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当地
高校的德国学生赴华学习人数不断增加。
10年来，该中心累计资助约800名学生赴
华，其中135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登格尔表示，近年来，通过该中心赴华
的德国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不再仅限于经
济和管理，有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到中国学习
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我们始终认为，中国
的成功对巴伐利亚州影响巨大”。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刘
立新告诉记者，使馆通过与德国高校机构合作
开展奖学金项目，能够充分借助当地合作伙伴
的已有机制和资源，帮助遴选德国优秀留学
生，同时搭建留华校友网络，对提高中国教育
国际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二秘陈正在
当天的报告中介绍，2018年全德赴华留学生
8079人，其中111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驻德使馆已经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德国人民学习基金会等开展奖学金合作项
目并建设校友协作网络。

慕尼黑工业大学科技管理专业硕士生
达尼埃尔·贝尔纳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对华
高教中心的资助下，前往中国香港城市大学
交换学习一年，其间多次前往中国内地参
访，“这段经历帮助我更加了解和喜爱中
国。我认为中国充满机遇，也期盼着未来能
再去中国学习或工作”。 （新华社）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题是：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
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史进程，
把新时期近 30年
来党的理论创新和
实践发展相结合的
全部伟大成果集中
起来，把党经历的
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
新觉醒集中起来，深刻揭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
科学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
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

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

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
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
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
大问题，勾画了我国未来改革
发展的宏伟蓝图，表明了我们
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新华社）

16日，当泛着金光的铁水从炉底缓缓流
出，在成都邛崃市举行的“临邛冶铁实验考
古”获得成功，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合作成功

“复原”了汉代冶铁技术。
铁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物质之

一。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功炼出液态
铁。汉代的临邛地区（今成都邛崃、蒲江一
带）是中国著名的铁器生产中心之一，临邛才
女卓文君的家族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私营铁工场。

此次“临邛冶铁实验考古”由四川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日本爱媛大学亚洲古代产业
考古学研究中心、邛崃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考古工作者们以考古发现的汉代炼铁炉
为原型，结合文献记载，缩小修建了一座冶铁
竖炉，并成功冶炼得到生铁，为研究汉代冶铁
技术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成功案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
授告诉记者，我国汉代冶铁技术不仅大大推
动了古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通过南方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外传播，为东南
亚乃至世界的冶金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15日，当地还召开了“中国西南与东南
亚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
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丹麦、英国、日本、
中国等多个国家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研讨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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