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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刘华）3月 25日下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米尼克

总理斯凯里特。

习近平指出，多米尼克是加勒比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中国

在该地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建交 20 年来，中多始

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蓬勃开展，人民友谊日益深厚，中多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

典范。中方高度赞赏多方始终坚定对华友好，愿同多方一道，

总结过去 20 年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把友好关系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推动中多关系收获更

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多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国有高

水平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多米尼克人民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多方密切友好交往，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欢迎多方搭乘中国式现代化的快车，拓展两国

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中方愿

继续为多米尼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

愿同多方扩大人文交流，欢迎更多多米尼克青年学生来华

深造，将继续向多方提供奖学金和培训等机会。双方要共

同建设好多米尼克国立大

学孔子课堂，探讨在多开展

职业技术培训合作。

习 近 平 强 调 ，中 方 倡

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 普 惠 包 容 的 经 济 全 球

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 ，都 是 国 际 社 会 的 平 等

成员。中方重视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

的 关 切 和 诉 求 ，支 持 多 米

尼克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愿 同 多 方

加 强 协 调 配 合 ，深 化 南 南

合 作 ，维 护 发 展 中 国 家 共

同 利 益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共同体。中方高度重视

同 加 勒 比 国 家 关 系 ，赞 赏

多方担任加勒比共同体轮

值主席期间为推动中加合

作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愿 继 续

支持加勒比地区国家谋求

国 家 繁 荣 发 展 、增 进 民 众

福祉。

斯 凯 里 特 表 示 ，20 年

前我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的正确决策，很高兴在庆祝多中建交 20 周年之际再

次访华。多中关系基于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20 年来多中关系内涵不断丰富，成果十分丰硕。中国作为

伟大的国家，不仅在扶贫、发展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而且为多米尼克等拉美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感谢中方在多人民遭受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

之际始终坚定同多人民站在一起，第一时间提供宝贵帮助

和支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在多米尼克随处可见，极大

助力了多方维护本国的独立与发展。多方高度赞赏和钦

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系列全

球倡议，这对于当今世界加强团结合作、共促发展繁荣至

关重要。多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完全

统一的正义事业，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多方愿

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人民友谊，加强全面合作，做全

天候的战略伙伴，将多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多方愿继

续为促进加勒比国家同中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多

方也期待同中方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积极落实

系列全球倡议，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新华社北京3月 25日电 （记者刘
华）3 月 25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瑙

鲁总统阿迪昂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今年 1月，瑙鲁作出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复交的政治决

断，这是符合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之

举。友好不分先后，只要开启，就会有光

明前途。合作不论大小，只要真诚，就会

有丰硕成果。中瑙关系已经翻开新的历

史篇章。中方愿同瑙方一道，开创中瑙

关系的美好未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平等待人是中国外交

的鲜明品格。中方始终主张，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

一员。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一员，中

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票永远属于

发展中国家。中瑙关系是彼此尊重、平

等互惠、相互支持的关系。中方坚定支

持瑙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支持瑙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愿同瑙方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流对话，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

信任，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方欢迎瑙鲁成为又

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的国家，愿同瑙方拓展贸易投资、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并为瑙鲁实

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

的援助。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卫生、

青年等各领域交流，欢迎更多瑙鲁青年

来华深造，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向瑙鲁

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中方愿同瑙方

加强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

领域沟通和协调，一道倡导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阿迪昂表示，很荣幸应邀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领略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发展。不久前，瑙

鲁决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在承认和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恢复外交

关系，这是瑙中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翻开了瑙鲁国家发展和瑙中关系的新篇

章。瑙鲁高度赞赏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

家一律平等，愿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断

深化对华合作，以瑙中复交为重要契机，

同中方相互尊重、增进理解，加强人员往

来和各领域合作，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发

展富有成果和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当

今世界面临很多全球性挑战，唯有团结

与合作，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

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具

有重要意义。瑙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同中方就应对气候

变化加强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经济

发展、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瑙

鲁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阿迪昂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 21响礼炮，礼兵列

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

奏中瑙两国国歌。阿迪昂在习近平陪

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

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为阿迪昂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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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米尼克
总理斯凯里特。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5日电 （李仪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3

月 25日 0时 46分，鹊桥二号中继星经过

约 112 小时奔月飞行，在距月面约 440

公里处开始实施近月制动，约 19 分钟

后，顺利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后续，鹊桥二号中继星将通过调

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进入 24 小时

周期的环月大椭圆使命轨道，按计划

开 展 与 嫦 娥 四 号 和 嫦 娥 六 号 的 对 通

测试。

据介绍，近月制动是月球卫星飞行

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轨道控制。卫星

必须在靠近月球时实施“刹车”制动，使

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

月球引力捕获，实现绕月飞行。

此外，由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同

步搭载的天都一号、天都二号通导技术

试验星，也于同日 1 时 43 分，完成近月

制动，进入环月轨道，后续将按计划实

施双星分离。

鹊桥二号中继星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科技日报北京3月25日电（记者操
秀英）25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在

渤海超5000米的地层钻探发现一口高产

油气井，测试日产油气当量近 1400立方

米，创造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探井日产最

高纪录，对进一步勘探海洋深层油气资

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该井位于渤海中部海域，紧邻渤海

最大富烃凹陷——渤中凹陷，所在构造

为火山岩储层，测试日产原油 855 立方

米、日产天然气超 50 万立方米，折合油

气当量约 1400立方米，勘探前景广阔。

“从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实践来说，

通常把埋深超过 4500 米的地层称为超

深层。我们部署的这口探井埋藏在海

底超 5000 米的潜山，地层温度超过 180

摄氏度，压力超过 70 兆帕，是国内罕见

的高温、高压超深层油气井，完成钻探

并获得高产实属不易。”中国海油天津

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家雄介绍说。

渤海火山岩潜山分布范围广，具有

岩性变化快、储层非均质性强等特点，

勘探难度极大，多年来一直未获突破，

属于传统意义的勘探“禁区”。近年来，

中国海油科研人员探索提出伸展—走

滑复合断裂带深部油气勘探理论，不断

创新岩性、岩相预测方法，自主研发潜

山流体识别技术，成功预测渤海火山岩

潜山优质储层发育区，探获高产油气

井。此前，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相继发

现了包括渤中 26-6、渤中 13-2 在内的

多个深层亿吨级油田。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表示，

该井的成功钻探开辟了海上超深层油气

勘探新领域，有效印证了渤海隐性潜山

的勘探潜力。同时，伸展—走滑复合断

裂带深部油气勘探理论技术的突破，对

加快渤海深层—超深层勘探进程、建设

海上万亿方大气区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海上深层油气探井测试日产创新高

近日，在吉林长春，一条“钢铁巨

兽”呼啸着从中车长客试验线上驶过。

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自主研制的

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全球首次实

现了时速 160 公里氢能列车全系统、全

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背后饱含着科

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汇聚了诸多

创新成果，更是中车长客这家老牌制造

企业依靠科技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生动实践。

每公里仅消耗5度电

走进氢能源市域列车车厢内部，蓝

色的氛围灯光衬托得车厢里科技感十

足，各类智能化设施应有尽有。列车车

窗采用了先进的显示技术，乘客可以实

现观看视频直播、查询出行信息等。列

车照明系统也可以根据车外环境自动

调节亮度及色温，提升乘坐体验。

当然，列车最大的特点是内置了

“氢能动力”系统，最高续航里程可达

1000公里以上。

作为一种大众熟知的清洁能源，

氢能具有能量密度大、获取方式多样、

制取和使用过程清洁等特点，是国家

推进“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新型能源

选择。

氢能市域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和

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替代

原有接触网供电方案，具备环保、零碳

的特征。

“ 与 传 统 内 燃 动 力 市 域 车 辆 相

比，每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平均每公里

只 消 耗 5 度 电 ，全 寿 命 周 期 可 实 现 5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相当于 5 万辆汽

车 各 开 5000 公 里 所 造 成 的 碳 排 放

量。”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

究 中 心 新 技 术 研 究 部 新 型 能 源 设 计

师石磊告诉记者。

此外，由于摆脱了接触网运行条

件的束缚，车辆可以广泛应用于现存

的非电气化线路区段，大幅提升市域

车辆的应用范围，同时避免了进行电

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入和维护

成本。

交通运输向“新”奔驰

氢能源市域列车是全新的轨道交

通车辆产品类型，车辆研发设计团队没

有可直接借鉴的平台。

“ 我 们 采 用 了‘ 赛 马 ’的 办 法 ，分

小 组 ，用 3 周 的 时 间 同 步 制 定 了 3 套

不同的车辆架构、氢能设备选型和布

置方案。”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

程 研 究 中 心 新 技 术 研 究 部 副 部 长 王

健说。

之后，仿真分析团队对每套方案的

车辆重量分布、动力性能、模态等关键

特性进行分析；车辆设计经理从动力参

数、可靠性、经济性等多个角度对 3 套

方案进行了综合性的比对和评估，最终

采用分布式集群混合动力车辆总体技

术架构，为车辆的最终性能达标提供了

保证。

研发团队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分

布式集群混合动力架构需要开发混合

动力系统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

“传统的办法管理复杂度高，且不

具备及时性和预见性，也不能满足车

辆降低能耗的目标。”王健说，攻坚团

队基于人工智能电网实时调度优化策

略，结合车辆动力源和负荷特性进行

调整，形成了自主开发的在线能量管

理控制策略。

仿真结果显示，在各类工况下，应

用该策略在满足车辆动力需求的同时，

能耗至少下降 10%，实现了轨道交通领

域多源混合动力集群功率调度策略开

发的新突破。

王健介绍，中车长客搭建了氢能

“储—加—用”一体化试验平台，建成了

氢能源列车多场景试验线，配备了撬装

式加氢站。

“我们最终实现了车辆试验过程中

的氢气快速加注，满足车辆试验运行的

加氢需求，提高了试验效率和便捷性。”

王健说，此次氢能源市域列车试验工作

的高质量完成，将进一步助推实现高端

交通载运装备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加速

形成交通载运装备新质生产力，为落实

“双碳”目标、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科

技支撑。

氢 能 源 市 域 列 车 成 功 达 速 试 跑
聚焦新质生产力聚焦新质生产力

◎通 讯 员 金万宝
本报记者 杨 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