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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丁薛祥：中俄應堅定協作 捍衛國際道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20日在聖彼
得堡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丁薛祥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對普京總統的
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丁薛祥表示，不久
前，習近平主席應邀訪問俄羅斯並出席紀念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同普京
總統深入進行戰略溝通，為下階段中俄關係
發展作出新的頂層設計。

願同俄方不斷鞏固政治互信
丁薛祥指出，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定向
掌舵是中俄深化合作、延續世代友好的最大
保證，也是兩國共同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不
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中方願同俄方不斷鞏
固政治互信，拉緊利益紐帶，持續擴大經貿
投資，深化能源領域務實合作，推進有關項

目建設，支持兩國各自發展振興。
丁薛祥表示，當前國際局勢深刻演變，中
俄兩國應以堅定的全面戰略協作，捍衛國際
道義，支持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
制，攜手維護產供鏈穩定，深化上海合作組
織、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為推進平等有序
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作出
新的更大貢獻。

普京：期待赴華出席上合峰會
普京請丁薛祥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

候，歡迎丁薛祥來俄出席第二十八屆聖彼得
堡國際經濟論壇。普京表示，面對外部困難
挑戰，俄中關係全面發展，達到前所未有水
平。俄方願同中方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共
同開創兩國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期待赴
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和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
活動。
此外，普京當地時間20日在第二十八屆聖

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致辭時表示，為使
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更加可持續，需要共同
構建兼顧各國利益的全球發展新模式。
普京以金磚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大幅

提高來說明全球南方國家的蓬勃發展。普京
認為，需要建立一個開放和公正的全球發展
平台，這一平台將融合投資機制、技術標
準、金融和物流服務、交易工具和其他解決
方案。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構成了這一發展
平台的重要元素，而這些元素建立在協商一
致、相互平等、尊重彼此利益、對所有國家
開放等原則基礎上。參與構建和發展這一平
台的國家越多，這一平台就會越穩固和有
效。

教育科技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水平，靠的

是交流合作。個別國家將科教合作政治

化，人為設置障礙，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帶

來嚴重不利影響。實踐證明，哪裏有封鎖

打壓，哪裏就有創新進步。中方願同俄方

持續擴大合作規模，拓展合作領域，健全

合作機制，攜手推動兩國科教合作不斷邁

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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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八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
會致辭後的互動環節，丁薛祥就大國關
係、中俄教育科技合作等回答了全會主持
人提問。

中方樂見俄美之間恢復接觸和交流。在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戰略引領下，中俄

關係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穩如泰山、牢不

可破。中俄友好既不會受第三方干擾，也

不會針對第三方。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應該帶頭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為世界提供更多

確定性。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願同各方

一道，為世界繁榮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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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20日晚間，中國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
功將中星9C衛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
道，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中星9C衛星定點並
進行在軌測試後將交付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所屬中國衛通運營管理，中國在軌廣電專用傳輸衛
星和直播衛星將全面實現國產化。

性能提升 區域覆蓋能力提高
中國衛通專家介紹，作為廣播電視專用直播衛

星，中星9C衛星在性能上有顯著提升，提高了區
域覆蓋等能力，進一步鞏固衛星直播業務的「安全
底座」，成為廣播電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要組成
部分。「無論是在高原的牧區帳篷，還是在海上漁
船的駕駛艙，一套衛星天線，就能讓許多家庭跨越

時空共享信息。」中國衛通專家說，這背後是中國
自主可控的廣播電視衛星通信網絡在默默支撐。
中國衛通專家介紹，1984年，東方紅二號試驗通
信衛星成功發射定點，這是中國首顆地球靜止軌道
廣播通信衛星，成功進行了廣播電視節目和通信傳
輸試驗。2017年開始，中國衛通全面啟動了基於東
方紅四號增強型平台的第二代廣電傳輸和直播衛星
升級替代工程：2021年，中星9B衛星成功發射，
接替了中星9A衛星；2022年，中星6D衛星成功發
射，接替了中星6A衛星；2023年，中星6E衛星成
功發射，接替了引進的中星6B衛星。本次發射的
中星9C衛星將全面接替引進的中星9號衛星。
從自力更生探索試驗、實用通信衛星，到租星過

渡，再到實現在軌廣電衛星全面國產化，中國廣播
電視專用衛星的進步離不開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努

力。

性能壽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通過研製人員的不斷探索創新，星上蓄電池、
動量輪、電源分配單元、有效載荷關鍵單機等從根
本上實現國產化，打破了壟斷，星上核心元器件實
現了自主可控。」中國衛通專家說，中國自主研製
的衛星平台從東方紅二號、東方紅三號、東方紅四
號發展到了東方紅四號增強型，可靠性不斷提升。
用於電視廣播的國產衛星在性能、壽命方面達到同
類產品世界先進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衛通專家表示，通過廣電專用衛星，中國衛
星廣播電視服務能力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弱到
強、從國內到國際、從標清到高清再到超高清」的
跨越式發展。

中星9C衛星升空 廣電專用衛星將國產化

●6月20日，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三
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中星9C衛星。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6月21日，由中國科學院紫金

山天文台主導的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鏡與2.5米

多終端通用望遠鏡在青海冷湖天文觀測基地啟動建設。這

兩台望遠鏡的主要科學目標都是用於太陽系天體觀測，

在觀測技術手段上相互補充，實現對太陽系天體的高

精度「定位」。這兩台望遠鏡建成後

將突破多個「第一」，有望極大提升中

國在天文學觀測和航天應用方面的能

力，為中國天文學研究提供基礎性支

撐，助力中國在國際基本天文學和太陽

系天體高精度觀測領

域搶佔科技制高點。

點點讚讚中國中國

Q A&
天體觀測望遠鏡

Q：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鏡的
應用前景？

A：該望遠鏡面向自主構建中國天球
時空基準，尤其是精確掌握太陽
系大行星、矮行星、天然衛星、
小行星的軌道，自主建立並持續
維護太陽系天體高精度曆表，服
務航天活動、深空探測等需求。

Q：2.5米多終端通用望遠鏡有什麼特
點？

A：該望遠鏡是一台中等口徑精密測
量望遠鏡，具備多終端、多功
能、多應用的特點，能夠滿足不
同類型的觀測需求。該望遠鏡具
備激光測距系統，可展開太陽系
內自然和人造天體多波段、多類
型精密測量，是中國最大的同軸
收發激光測距望遠鏡。

Q：中國多台先進望遠鏡為何都選擇
在青海冷湖建設？

A：冷湖天文觀測基地是東半球首個
世界級光學天文台址，位於海西
州茫崖市冷湖鎮賽什騰山區域，
平均海拔約4,000米。冷湖賽什騰
山被認為在地理位置、氣候、空
氣潔淨度和海拔高度等方面，具
有開展天文觀測研究的獨特優
勢，完全滿足光學/紅外大天文設
備科學研究需求。使中國在光學
天文觀測領域擺脫了長期依賴國
外台址的被動局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4.2 米地基專用天體測

量望遠鏡與 2.5 米多終端

通用望遠鏡，在觀測技術手段上可以相

互補充，除了可以高精度「定位」太陽

系天體，還可以服務曆表的研究。據中

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趙海斌向

內地媒體表示，構建和維護太陽系天體

曆表，需要對一批太陽系天體進行長期

持續的高精度測量，這兩台望遠鏡協同

工作，可以測繪太陽系內的各類運動天

體，服務太陽系天體曆表的研究。

據報道，太陽系天體曆表是天文學、

航天導航和天文觀測的重要工具，為人

類探索太陽系提供關鍵支持。太陽系天

體曆表包括月球曆表、行星曆表、小天

體曆表等，其中月球曆表的構建需要

高精度測距數據，而行星曆表、小天

體曆表則依賴長期測角數據。趙海斌

表示，2.5 米多終端通用望遠鏡具備激

光測距的功能，而4.2米地基專用天體

測量望遠鏡更擅長高精度測角定位，二

者搭檔可以為構建太陽系天體曆表提供

觀測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專家：助建太陽系天體曆表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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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冷湖天文觀測基地
位置示意圖

▶▶22..55米多終端米多終端
通用望遠鏡的通用望遠鏡的
設計渲染圖設計渲染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4.2米地基專用天體
測量望遠鏡的設計渲
染圖。 網上圖片

2024年5 月，中國
科學院紫金

山天文台與青海省海西州政府
簽署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
望遠鏡項目合作協議，標誌着中
國最大通用精密測量望遠鏡落戶青海
省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鎮。一年後，該望遠鏡
正式在冷湖天文觀測基地啟動建設。

觀測技術手段互補
據介紹，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鏡是
中國最大的天體測量望遠鏡，也是中國首台4
米級單鏡面天文望遠鏡。該望遠鏡具有大口
徑單鏡面、極低畸變成像、極高精度定位、
極深探測極限這四大特點，其主要科學目標
是開展太陽系內暗弱運動天體的高精度位
置、運動和特性測量，支撐中國太陽系天體
曆表的自主構建和長期維護，並服務於中國
航天任務及深空探測的地基觀測需求。
而2.5米多終端通用望遠鏡是一台中等口

徑精密測量望遠鏡，它具備多終端、多功

能、多應用的特
點，能夠滿足不同
類型的觀測需求。其

主要科學目標是開展太
陽系自然天體和人造天

體的多波段、多類型精密
測量，協同開展中國太陽系天體曆表的自主
構建和長期維護，還將服務於地月空間安
全、太空資產保護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該
望遠鏡將是中國最大的同軸收發激光測距望
遠鏡。
這兩台望遠鏡在觀測技術手段上相互補

充，實現對太陽系天體的高精度「定位」。
2.5米多終端通用望遠鏡將重點觀測距離較近
的、視運動速度快的人造和自然天體，而4.2
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鏡則發揮其大口徑
優勢，關注更遠更暗弱的天體。
依照計劃，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

鏡將在2027年建成，2.5米多終端通用望遠
鏡將在2026年建成。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
台研究員趙海斌向內地媒體表示，2027年建

成後，4.2米地基專用天體測量望遠鏡將是
國際上最大的太陽系天體精密測量望遠鏡，
將為中國太陽系天體高精度觀測研究提供核
心支撐。2.5米多終端通用望遠鏡則具備多
終端、多功能、多應用的特點，能夠滿足不
同類型的觀測需求。

青海冷湖台址具獨特優勢
這兩台先進天體觀測望遠鏡選址在冷湖天
文觀測基地。該基地位於海西州茫崖市冷湖
鎮賽什騰山區域，平均海拔約4,000米。經過
前期多次監測，中外天文界一致認為，冷湖
賽什騰山在地理位置、氣候、空氣潔淨度和
海拔高度等方面，具有開展天文觀測研究的
獨特優勢，完全滿足光學/紅外大天文設備科
學研究需求。冷湖台址打破了長期制約中國
光學天文觀測發展的瓶頸，填補了東半球世
界級光學天文觀測台址的空白，為在全球範
圍內構成一個完整時域、空域的觀測網絡，
推動國際光學天文發展提供極其寶貴的戰略
性稀缺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