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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明确”系列谈

◎新华社记者

科技日报合肥 2月 15日电 （记者吴长
锋）15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物理学院黄光顺教授、鄢文标副教授带领

的中国科大北京谱仪（BESⅢ）R 值研究团队

与 国 内 外 其 他 团 队 合 作 ，利 用 连 续 能 区

2.23—3.67GeV 正负电子对撞数据，以优于

3%的精度测量了 R 值。研究成果日前在线

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

R 值是正负电子湮没产生强子与一对正

负缪子的领头阶截面的比值，是粒子物理学中

最重要的物理量之一。精确的 R值数据对缪

子反常磁矩的理论计算具有重要意义。最新

的缪子反常磁矩的实验测量值和理论计算值

的差别达到约 4.2倍标准偏差，暗示着新物理

的存在，因而成为当前粒子物理的热点话题。

由于微扰量子色动力学在小于 5GeV 低能区

的不适用性，实验测量是获取高精度R值的唯

一途径。因此，R值测量对缪子反常磁矩相关

新物理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为可靠地估计 R值的主要系统

误差，在充分完善现有单举强子事例模拟模型

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充分利用已

知遍举过程的强子事例混合产生器。经过多

轮迭代和完善，这两种强子模型均能重现正负

电子湮没产生强子的复杂物理过程，与实验数

据符合得很好。正是由于这些艰苦细致的工

作，R 值测量的精度最终在 3.1GeV 以下好于

2.6%、在3.1GeV以上好于3.0%。

据介绍，R 值测量属于高精度研究，每一

步微小的改进都需要艰巨的努力和付出，因

而从首次取数到结果发表历经十年之久。20

年前中国科大赵政国院士领导上一代北京

谱仪 BESⅡ完成 R 值测量，把当时的精度提

高了一倍左右。此次 BESⅢ的 R 值测量，再

次把精度提高了一倍左右，为粒子物理提供

了精确的基础数据。

中国科大团队精确测量正负电子湮没中的R值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

涵进行概括。其中，“人民”二字，重若千

钧。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的“国之大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指

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

点，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重要

遵循。

破解发展问题的根
本立足点：“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标注新时代的特

征，也呼唤新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进入新时代，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

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稳

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

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

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

治理还有弱项，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衣

食无忧”到“高品质生活”，要聚焦国情国

力、人民需求变化，实现从“有没有”到“好

不好”的深刻转变。

这是对发展内涵的丰富扩展，聚焦“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人民群众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2021 年 1 月 4 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高空抛物损害责任

纠纷案，判决从 35楼扔下矿泉水瓶导致老

人受伤的孩子家长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

共计 9万多元。这是民法典正式施行后广

州首个宣判的案件。

治理“城市上空之痛”；坚决制止网络

暴力……作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

书”，民法典实施以来，不断加强公民权利

保护，让经济社会运行更加有章可循。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

“100-1=0”——“一个错案的负面影

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

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

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法治公

式”，振聋发聩。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

蹄疾步稳，一批冤错案依法纠正，司法公信

力不断提升，让人民切身感受公平正义的

阳光。

这是对发展标准的精准把握，人民需

要始终是检验发展成效的标尺——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

相得益彰。”

2021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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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元宵佳节到来之际，《自然·天

文学》在线发表了一项月球科学研究的重要

成果。利用嫦娥五号月球“土特产”的同位素

年龄和着陆区撞击坑统计结果，中科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目前常

用月球年代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更精确

的月球年代函数模型。

“新的年代函数模型为月球和行星科学

研究提供更精确的时间标尺。”论文第一作

者、中科院空天院研究员岳宗玉强调。

在月球和行星科学研究中，确定重要地

质单元和重大地质事件的年龄至关重要。早

期阿波罗（Apollo）和月球（Luna）探测任务在

月球表面采集了样品，并通过同位素测年方

法得到了这些样品的精确年龄，它们代表了

样品所在地质单元的年龄。

为了将这些有限的年龄信息推广应用到

整个月球，欧美科学家们建立了撞击坑统计

定年方法，包括描述撞击坑大小—频率分布

规律的产率函数和描述撞击坑归一化频率与

绝对年龄关系的年代函数，前者通过遥感图

像撞击坑统计分析得到，后者通过样品年龄

及其所在地质单元撞击坑归一化频率得到。

其中最著名和广泛应用的是德国柏林自由大

学格哈特·纽库姆（Gerhard Neukum）教授于

1983年建立的产率函数和年代函数。

然而，“遗憾的是，Apollo 和 Luna 采集的

样品年龄在约 30 亿年至 10 亿年间有一个很

大的空白区间，几乎占据了月球地质历史的

一半，这也使得年代函数的可靠性一直受到

质疑。”岳宗玉坦言。

因此，寻找月球表面20亿年左右地质单元

的样品对验证和改进月球年代模型具有重大意

义，这也成为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之一。

2020 年 12 月 1 日，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

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夏普月溪附近安全着

陆，带回样品的同位素测量结果表明其年龄

为 20.3亿年，与预期吻合很好。

“嫦娥五号样品年龄为月球年代函数的改

进提供了一颗珍贵的‘金钉子’，是嫦娥五号样

品对月球科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贡献。”论文通

讯作者、中科院空天院研究员邸凯昌说道。

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月球遥感影像的撞

击坑统计分析结果和撞击坑产率函数得到嫦

娥五号采样点地质单元的撞击坑归一化频

率，与嫦娥五号样品的年龄构成建立月球年

代函数模型一组新的控制数据，通过非线性

最小二乘拟合算法，对格哈特·纽库姆建立的

年代函数进行更新，建立了新的月球年代函

数模型。

分析表明，根据新的年代函数得到的定

年结果在大部分情况下更老一些，最大的差

别在 2亿年左右。

“由于增加了嫦娥五号关键数据点，新的

月球年代函数模型定年的精度优于经典的格

哈特·纽库姆建立的年代函数模型，可用于今

后月球地质单元的定年。进一步，可根据新

的月球年代函数，推演火星、水星等其他地外行

星的新年代函数，提高定年精度。”邸凯昌说，新

月球年代函数，是一把更精确的时间标尺，将

在月球和行星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项成果也得到了审稿人

的高度评价。其中一位审稿人表示：“这项原

创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想整个行星科学

领域都会对这个结果感兴趣。”

嫦娥五号样品再立新功 月球有了更精确的时间标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2 月 12 日宣

布，为便于各方开展空间目标避碰等轨道分

析工作，即日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每

日在其官网发布中国空间站 TLE 轨道根数，

供各航天实体参考使用。

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澄向科技日报记者表

示，2022年是中国空间站建设的关键之年，公

布这样的重要参数，是进一步保证我国空间

站以及航天员安全的明智之举。

据悉，自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发射入轨以

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每日在官网发

布中国空间站近/远地点、倾角等轨道基本参

数。相比之下，TLE 轨道根数所含信息则更

为丰富。

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国际

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介绍，

TLE 轨道根数（Two Line Elements）又称两

行轨道根数，是一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轨道

根数发布形式。如果说此前我国发布的轨道

倾角、轨道高度等数据能够确定空间站运行

的轨道范围，TLE 轨道根数则考虑了大气摄

动、地球扁率摄动等条件，能够提供一定精度

的轨道预报。“任何国家拿到这些数据以后，

就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比较精确地确定

中国空间站的位置，以判断其他航天器是否

有和它碰撞的风险。”杨宇光说。

为何我国要行此一举，不得不提中国空

间站与美国 SpaceX 公司“星链”卫星的两次

“邂逅”。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

以普通照会，通报星链卫星先后两次接近中

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上的航天员生命健

康构成威胁。12 月 28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在记者会上证实，7 月和 10 月，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先后两次接近

中国空间站。在此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

间站内执行任务，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

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

按理说，中国空间站运行轨道高度约 400

公里，星链卫星的工作轨道高度约 550 公里，

双方原本井水不犯河水。杨宇光说，造成威

胁的 2 颗星链卫星，一颗是刚刚发射进入 200

多公里的初始轨道，随后在向工作轨道抬升

的过程中经过了中国空间站的高度层；另一

颗是出现故障需要进入大气层销毁，在降轨

时带来了碰撞风险。

这两次危险动作引来了各种猜测。黄志

澄认为，可能 SpaceX 公司并不觉得会对中国

空间站造成威胁，也可能其在相关技术或避

障系统等方面存在不足，没能做出足够的反

应，还有可能是美方的一种试验性举动，想测

试我国的太空感知能力，以及在遇到此类情

况时我国的反应。

从技术角度分析，杨宇光表示星链卫星采

用的是电推进方式，其变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航天器一旦变轨，原本的轨道根数就失效了，

相关方一定要及时发布新的轨道根数，或是公布

轨道机动策略，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按照惯例，当航天器之间出现碰撞

风险时，应由相对次要、变轨所要付出代价更

小的一方主动避让，更何况联合国《外空条

约》中对于保护航天员安全有着明文规定。

但事实是，作为重量仅 200 多公斤、有着更高

效率电推进系统的商业卫星，星链卫星对于

可能发生的碰撞不管不顾，最后逼迫体量超

过 50吨的中国空间站耗费大量推进剂采取紧

急避碰措施。于情于理，这都说不过去。

（下转第三版）

我国公开空间站TLE轨道根数 专家：明智之举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5日电 （记者代

小佩）在 15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211 家中国科协全

国学会联名发布《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学术

出版道德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公约》倡议科研人员、期刊编辑和审

稿人破除“圈子”文化和利益纽带，加强行

为自律，抵制各种人情稿、关系稿，确保出

版过程客观公正，确保论文发表真实可靠，

保障我国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公约》呼吁广大科研人员遵守科研活

动规范，认真保存实验数据，保证实验可复

制可查证，确保研究成果真实可信。坚守

学术诚信，抵制各类型学术不端。

《公约》强调，要恪守出版伦理道德，确

保论文撰写诚信规范，不抄袭、剽窃他人科

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

论，不通过第三方购买、代写、代投论文，以

及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不在无

实质学术贡献的论文中“挂名”，不在成果

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学生、团队

成员的合法权益，引用他人论著时，应遵从

合理引用、规范引用的原则，反对友情互引

用、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等情形，坚决

抵制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弄虚

作假等行为。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公约》旨

在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自律功能，对于学

术论文发表中的一些新问题强化共识规

范，引导科技工作者和期刊从业人员共同

抵制学术不当行为，维护风清气正的科研

生态。

211家学会联名发布公约抵制学术不端

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2 月 16 日出版

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文章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

家强。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

放深入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

念，全面加以推进。

文章指出，要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确处理政治

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在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问题上做

到头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我们要建

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

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

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

文章指出，要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加强

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数字经济等

领域立法步伐，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

度。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

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

相成的格局。

文章指出，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

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个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法

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

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

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

文章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

争。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

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

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

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文章指出，要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落实到

各法学学科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推动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把推进全民守法作为

基础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升我国法治体系

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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