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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陆成宽）记者 31 日从中国科学院举

办的成果发布会上获悉，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发现一颗可能的新型暂现天

体，该天体的光谱和时变特征与目前

已知的天体类型均不完全一致。这一

发现，对于拓展我们对宇宙暂现天体

族群的认识以及理解极端物理过程具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相关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

文学》杂志。

暂 现 天 体 就 像 转 瞬 即 逝 的 宇 宙

“烟花”，是宇宙中的剧烈爆发现象。

这些壮观而神奇的“烟花”，携带着天

体形成和演化的关键信息，对于研究

宇宙中的极端现象、探索宇宙奥秘具

有重要意义。

2024 年 4 月 8 日，爱因斯坦探针卫

星发现一例暂现天体 EP240408a，并记

录了其 X 射线的一次剧烈爆发。此次

X 射线爆发的亮度增强了 300 倍，仅持

续了 12秒，大约 10天后，该天体的 X 射

线辐射消失。

“暂现天体 EP240408a 的发现，可

能预示着一类全新的暂现源类型，其辐

射集中在 X 射线，且较为暗弱，持续时

间只有 10 天左右，很难被其他 X 射线

和其他波段的望远镜探测到。这一发

现表明，我们之前所认识的暂现天体可

能只是冰山一角。”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袁为民说，“我们将这一创新成果

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彰显了在人类探

索宇宙征程中的中国贡献。”

除了暂现天体，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还成功探测到来自 256 亿光年之外的

伽马射线暴 EP240315a。这一发现证

明了该卫星探测来自早期宇宙伽马暴

的能力，也为进一步理解恒星塌缩产生

黑洞及相对论性喷流的物理过程提供

了新的视角。

袁为民介绍，今年 1 月发射以来，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已经探测到 60 例确

定的暂现天体、上千例暂现天体候选

体，以及 480 多例恒星耀发，探测到上

百例已知天体的爆发。卫星团队向国

际天文界发送了 100 多条天文警报，引

导了国际上地面和空间多波段设备的

后随观测。

对此，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保罗·
奥布莱恩评价道：“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已经充分证明了宽视场 X 射线天文学

的重要性，其强大的巡天和后随观测能

力不仅使得我们能够发现众多新的 X

射线暂现源，还能对已知的 X 射线源进

行常规监测。”

当天，中国科学院还举行了爱因斯

坦探针卫星在轨交付仪式，并正式将该

卫星命名为“天关”卫星。“‘天关’一词源

于我国北宋至和元年司天监观测并记录

的‘天关客星’超新星爆发。将卫星命名

为‘天关’卫星，体现了中国在超新星爆

发观测记录方面的深厚渊源和对世界天

文学的卓越贡献。”袁为民说道。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或发现新型暂现天体
对认识此类天体族群及理解极端物理过程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10 月 3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

能 源 替 代 行 动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意见》要求，“十四五”重点领域可再生

能源替代取得积极进展，2025 年全国可再生能

源消费量达到 11 亿吨标煤以上。“十五五”各

领域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基

本形成，203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 15

亿吨标煤以上，有力支撑 2030 年碳达峰目标

的实现。

“《意见》围绕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以更

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重点对可再生

能源安全可靠供应、传统能源稳妥有序替代，以

及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加快

可再生能源替代应用提出具体要求，对加快在

各领域各行业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统筹推动

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国家能源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张

星介绍，《意见》在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安全可靠

替代能力、重点领域替代应用、替代创新试点三

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

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替代能力

方面，《意见》提出，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供给能

力。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

开发。科学有序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统筹

推进水风光综合开发。加快可再生能源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柔性直流输电、交直流混合配

电网等先进技术迭代，加快建设数字化智能化

电网。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可再生能

源替代应用。张星介绍，在工业领域，《意见》

提出协同推进工业用能绿色低碳转型，引导工

业向可再生能源富集、资源环境可承载地区有

序转移，强化工业行业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发

展，推动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应用，推广可再

生能源中低温热利用，探索建设风光氢氨醇一

体化基地。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在数据等新兴

领域的应用，《意见》提出统筹新基建和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推动 5G 基站、数据中心、超算

中心等，与光伏、热泵、储能等融合发展，支持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绿电直供、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提高“东数西算”等战略工程中的新能源

电力消费占比。

《意见》还明确，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

创新试点。“针对新技术，《意见》提出加快试点

应用，开展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电、绿色直供电、氢冶金和氢基化工技术应用等

试点，支持园区、企业、大型公共建筑等开展发供用高比例新能源试点。”张星谈

道，针对新业态，《意见》提出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推动工业、交通、建筑、农业、林

业等与可再生能源跨行业融合，支持数字能源、虚拟电厂、农村能源合作社等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鼓励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品种、多领域、多形态替代的商业

模式创新。

据悉，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采取多种方式强化可再生能源替代保障措施。

张星表示，国家能源局将完善绿色能源消费机制，全面落实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

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要求。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机制，将消纳

责任落实到重点用能单位。落实科技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利用好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有关政策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支持可再生能源替

代关键技术研发和试点应用等。 （科技日报北京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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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第十
五届中国血管论坛在京举行。本次
论坛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等单位共同主办，旨在促进我国血
管外科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推动
专业学科发展。

图为观众观看论坛特设的“医
术遇见艺术—主动脉全腔内修复创
新病例艺术展”。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医术遇见艺术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刘园园）“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2.1 亿千瓦，同比

增长 21%，占电力新增装机的 86%。”31

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张星

介绍，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

源装机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

在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新增装机中，水电新增 797 万千

瓦，风电新增 3912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新增 1.61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 137

万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突破

2亿千瓦。

截至 2024年 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

源 装 机 达 到 17.3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25%，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54.7%。其中，

水电装机 4.3亿千瓦，风电装机 4.8亿千

瓦，太阳能发电装机 7.7亿千瓦，生物质

发电装机 0.46亿千瓦。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张

星介绍，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达 2.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

加 20.9%，约 占 全 部 发 电 量 的 35.5%。

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 134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3%，与同期第三

产业用电量（13953 亿千瓦时）基本持

平，超过了同期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721亿千瓦时）。

据监测，今年前 8 个月，能源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额保持较快增长，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

“全国能源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

万成谈道，能源领域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有力有序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分地区看，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完成投资额同比分别增长

17.4%、15.4%、13.8%。央企投资持续较

快增长，民企投资增速企稳。

值得关注的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投

资稳步增长，甘肃、新疆、辽宁、黑龙江、

河北一批集中式风电项目加快推进。

集中式光伏方面，云南、新疆、青海、内

蒙古、山东、河北在建项目投资加快释

放；分布式光伏方面，江苏、浙江发展提

速，安徽、广东投资快速增长。

此外，董万成提到，能源网络基础

设施投资稳步释放，川渝特高压交流电

网主网架建设扎实推进；能源新业态投

资加快释放，其中新型储能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 21.0%，抽水蓄能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 45.5%。

前三季度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2.1亿千瓦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操秀英）31 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稳中有

进态势。初步核算，前三季度海洋生产

总值 7.7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海域资源要

素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前三季度全国批

准用海面积同比增长 6.7%，项目涉及投

资额超 7400亿元。

海洋能源生产稳定增长，海洋原

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9%和

8.8% ，海 上 风 电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29.5%。“蓝色粮仓”供给能力持续加强，

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超 4%。

同时，主要海洋传统产业稳中向

好。海洋船舶工业延续蓬勃发展态势，

海船新承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和手持

订 单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超 45%、31%和

31%，三大造船指标的国际市场份额持

续领先。

海洋交通运输业持续向好，海洋货

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5.6%、

8.5%；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

其中船舶、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进出口

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1.8%、23.7%。

海洋旅游业稳步趋好，海洋旅客

周转量 26.0 亿人千米，同比增长 4.6%，

全国母港邮轮累计客流量同比增长

11.0 倍。

值得关注的是，海洋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向好态势

不断巩固，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手持

订 单 金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7.0% 和

17.8%。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研发有序

推进，华大基因研究院等联合发布全球

最完整的海洋微生物基因数据库。海

水淡化保持稳步发展，山东东营港 5 万

吨/日的海水淡化项目建成投产。

海洋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取得新

突破，兆瓦级潮流能发电机组“奋进号”

累计并网发电量超 410 万千瓦时，工业

级海上风电制氢示范项目在广东珠海

成功稳定产氢。

海洋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发的海洋牧场

立体监测与智能管控系统开始试运

行，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互联网门

户服务系统前三季度下载数据量达

27TB。

此外，涉海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向

好。重点调研的 900 余家企业中，有近

八成企业前三季度平均用工人数同比

保持稳定或增长，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七成企业研发

经费、人员数量同比均保持稳定或增

长；企业预期向好，分别有超六成、八成

的企业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平均用工人

数同比保持稳定或增长。200余家海洋

新兴产业企业中，有近八成预计全年营

业收入同比保持稳定或增长。

前 三 季 度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7.7 万 亿 元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1日电 （记

者何亮）31 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披露 2024

年前三季度财务决算。数据显示，国铁

集团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007 亿

元，净利润盈利 129 亿元，铁路建设投

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铁路客货运服务

品质不断提升，多项运输指标创历史新

高。

“我们牵头推进 CR450 动车组样

车研制，时速 400 公里基础设施关键技

术研究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已进入整车

装配阶段。”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

化应用力度，智能铁路技术创新持续深

化，移动装备、工务工程、通信信号、运

输组织等领域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

“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复兴

号高速列车研发创新团队获首届“国家

工程师奖”团队奖……如今，高铁技术

树起了国际标杆，铁路科技创新核心竞

争力持续提升，我国铁路技术世界领跑

优势不断巩固扩大。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高

铁成网运营优势，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

铁路资源，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提

升运力供给。”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前三季度，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 10792 列，同比增长 9.8%；累

计 发 送 旅 客 33.3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3.5%，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三季度，国

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29.3亿吨，其中

三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0.04 亿吨，

同比增长 3.8%，创单季度货物发送量历

史新高。

此外，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部署，精心

组织境外铁路项目建设和运营。前三

季度，中老铁路客货两旺，黄金大通道

作用日益显现；雅万高铁平稳有序，进

一步擦亮“金字招牌”；中欧班列呈现量

质齐升良好态势，累计开行 14689 列，

发送货物 157.1 万标箱，已连续 7 个月

单月开行数量突破 1600 列，有力保障

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较好地

服务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

高水平对外开放。

前 三 季 度 国 铁 集 团 营 收 9007 亿 元

新华社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

张研）记者 31 日从首届世界古典学大

会秘书处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

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

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 11 月 6 日至 8

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

代世界”，旨在从古典文明的研究视域

出发，回溯人类思想之源、总结人类历

史智慧、发掘人类文明传统，为加强文

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

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为促进人

类发展进步注入思想动能，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大会将广泛邀请世界各国及相关

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文化名家、媒体人士、智库专家、青年

代表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

研讨对话，提供交流思想、凝聚共识的

重要平台。

大会主论坛将邀请国内外古典学

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演讲，两场

“高端对话”分别以“古典学与中国古

典传统”和“古典学的现代意义”为主

题。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古典文明

的义理与精神”“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

统”“古典学与文明互鉴”“古典学与经

史传统”“儒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伦

理对话”“古典学与人类未来”等议题

进行研讨交流。

除主议程外，本届大会还将组织

一系列内容丰富的配套活动：推出考

古与中华文明溯源展、古典学研究成

果展等专题展览，举办专场文化演出，

在山东、河南、四川组织“世界古典学

大会·走读中国”活动，在有关高校举

办“古典高校行”等活动。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京举行

科技日报深圳10月 31日电 （记

者罗云鹏）31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合成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政、中山大学

教授贺雄雷、何真团队合作，首次揭示

早期肿瘤多克隆起源的普遍性，同时

揭示肿瘤从多克隆到单克隆转变的演

化模式，刷新肿瘤由单个细胞癌变的

观点。相关研究成果于 30 日发表在

《自然》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博雅

讲席教授詹启敏表示：“该研究标志着

对肿瘤早期发生过程的认知迈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为精准医学的早期干预

策略开辟了新方向，有望推动肿瘤精

准医学向前迈进。”

这项历时四年半的研究中，科研

团队通过单细胞谱系示踪技术，构建

出炎症诱导肠癌模型和多发性息肉模

型两种小鼠肠癌模型。基于此，科研

团队发现，在早期的多克隆肿瘤中，肿

瘤细胞之间存在频繁“通信”，这些“通

信”亦对肿瘤细胞早期生存能力起到

增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形成

单克隆肿瘤。

此 外 ，科 研 团 队 还 在 小 鼠 实 验

中发现，单克隆肿瘤表现出更高程

度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恶性，这一

发现同样在 107 例未经治疗的散发

性息肉和伴有结直肠癌患者样本中

得到验证。

“未来，可以尝试靶向这种肿瘤

细胞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干预多克

隆肿瘤内细胞‘通信’机制，来延缓

或阻止其向单克隆的恶性转化。”胡

政表示，这种策略可在肿瘤尚未发

展成恶性状态时“釜底抽薪”，遏制

肿瘤的发展。

早期肿瘤多克隆起源普遍性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