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文学家发现巨型黑洞
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16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16日宣布，其
成员借助“盖亚”空间探测器，在
银河系发现一个巨型黑洞，其质
量接近太阳的33倍。该研究成
果发表在新一期国际《天文和天
体物理学》周刊上。

参与研究的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当天发表声明说，研究团队
在整理分析欧洲航天局“盖亚”空
间探测器获取的新一批数据时，
发现恒星级黑洞“盖亚 BH3”，并
确定其质量接近太阳的33倍。

据欧航局介绍，“盖亚 BH3”
目前处于休眠状态，与伴星形成
一个大型双星系统，位于银河系
天鹰座，距离地球约1926光年。

“盖亚 BH3”是借助“盖亚”
探测器发现的银河系中第三个黑
洞。2022年6月，欧航局发布第
三批银河系探测数据，也是截至
当时最详尽的银河系星系图，提

供了近20亿颗恒星的数据。随
后不久，天文学家首次发现银河
系存在恒星级休眠黑洞——“盖
亚 BH1”和“盖亚 BH2”。

恒星级黑洞是一种大质量恒
星引力塌缩后形成的黑洞。在两
颗恒星围绕彼此旋转组成的双星
系统中，一颗恒星变成黑洞后，将
以其强大的引力“吸积”伴星的物
质，在吞噬过程中发出大量X射
线，给天文学家观测黑洞提供了
关键途径。

黑洞在休眠状态时极难被发
现，只能通过捕捉双星系统中潜在
大质量天体的引力引起的恒星微
小不规则运动，反复校准和分析数
据，才能验证这类黑洞是否存在。

研究人员表示，此前天文学
家主要通过观测引力波，在极遥
远的星系发现过此类黑洞。该发
现为研究大质量恒星如何演化和
发展提供了新认知。

泽连斯基再向西方求援

美欧称乌克兰与以色列“不能比”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6

日再次请求西方国家像保护以色列那样为
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并发问：难道以色列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吗？然而，就
西方给予以色列和乌克兰“不同对待”，美
国和欧洲联盟解释称，两者不能比。

“为什么？”

泽连斯基说，俄罗斯11日摧毁乌克兰
特里皮利亚发电厂。在空袭中，乌方用于
保卫这座基辅州最大火力发电厂的防空
导弹耗尽。“11枚导弹飞来，我们拦截了前
7枚，剩下4枚摧毁了特里皮利亚。为什
么？因为我们没有（防空）导弹了。”

泽连斯基抱怨道，西方国家总是说不
能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或那种武器，不能像
乌克兰派出这种或那种部队，理由是如果
那样做，乌克兰会把北约拖入战争。“那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加入北约了
吗？答案是，以色列不是北约国家”。尽

管如此，北约却向以色列提供保护。
在泽连斯基看来，北约完全可以像对

待以色列那样，为乌克兰提供同样的保
护，帮助拦截俄方导弹和无人机，而无需
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
条款，问题的关键在于北约有没有足够的

“政治意愿”。
伊朗14日凌晨动用大批无人机和弹

道导弹、巡航导弹袭击以色列军事目标，以
报复伊朗驻叙利亚外交设施本月初遭袭。
对于伊朗此次报复袭击，美国、英国、法国
等国帮助以方拦截。以方宣称，来袭导弹
和无人机“99%”被拦截，以军仅一处军事
基地遭“轻微破坏”。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这才是“真正的防御”。

泽连斯基16日还说：“如果没有美国
帮忙，乌克兰没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他
声称伊朗向俄供应大量武器弹药，每月交
付300至350架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用
飞机从300公里外打击乌克兰。我们现
在没有能把它们打下来的武器。”

美国和欧盟也认为伊朗向俄提供了
无人机、导弹、制导炸弹和炮弹。据路透
社16日报道，作为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回
应，美欧将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
扩大对伊制裁。伊朗官员曾否认伊朗制
造的无人机被用于俄乌冲突。

区别对待

“美国为什么不像帮助以色列那样帮
乌克兰拦截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在15日
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一名记者向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
发问。

“我就知道有人要这么问。”柯比解释
说，这是两场“不同的冲突”，且“空域不
同，威胁形势也不同”，而总统约瑟夫·拜
登在俄乌冲突升级前就表明，美国不会以

“作战角色”介入俄乌冲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

普·博雷利16日在欧盟外长视频会议后同

样表示，西方无法向乌克兰提供类似防
御，因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情况不同，两者

“不能比较”。按照博雷利的说法，以色列
耗费多年时间和巨额资金打造了多层次
防空体系，“即使我们有钱，也无法在一天
之内为乌克兰建造类似防空体系”。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博雷利的意
思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帮助以方拦截，
是因为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越美
英法三国在中东地区的航空基地。同样，
约旦出手拦截，也是因为伊朗导弹和无人
机飞越该国领空，约方出于保护本国安全
而采取“自卫”措施。然而，乌克兰境内没
有这样的基地。

不过，博雷利承认，如果站在泽连斯
基的立场，他也会向西方寻求援助。博雷
利认为，欧盟须加快并加强对乌克兰的防
空支援。欧盟定于22日举行外长和国防
部长会议，博雷利希望成员国届时就加码
军援乌克兰作出“具体承诺”。

据新华社4月17日电

特朗普出现在刑事审判被告席上
新华社纽约4月16日电 当地时间15

日上午10时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封
口费”案出现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刑事法庭
被告席上，由此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遭遇刑
事审判的前总统。

过去一年，特朗普已多次因官司“光
顾”位于曼哈顿的法庭。与财务欺诈案和
名誉诽谤案这两起民事案件相比，作为
刑事案件的“封口费”案给特朗普带来的
威胁更大。一旦被定罪，他将面临牢狱之
灾。

“封口费”案庭审关注的不是特朗普
是否与涉事女演员有婚外情，而是他是否
通过伪造公司商业记录向这名女演员支
付“封口费”。昔日替特朗普料理难缠事
务的律师迈克尔·科恩预计将在庭审中作

为关键证人出现，不过科恩将与检方站在
一起。

根据纽约法院系统信息，“封口费”一
案的审判预计会持续6至8周。除周三
外，每个工作日预计都会有庭审，而且特
朗普须全程出席。

尽管上周在上诉法庭延迟庭审的三
次努力均遭拒绝，但特朗普及其律师团队
预计不会放弃“拖”字诀，实际庭审时间可
能更久。距今年11月的大选时间已不多，
特朗普参加竞选活动的自由度无疑会因
庭审而受影响。

特朗普 15 日在法庭外指责民主
党。他说，这一审判是针对他的“政治迫
害”。

民调显示，特朗普对现任美国总统拜

登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另有民调显示，
一旦特朗普被定罪，他的选票将出现明显
流失。可以说，这一审判对今年大选影响
不小。

决定特朗普命运的将是一个由12名
纽约人组成的陪审团。担心无法得到公
正审判，是特朗普方面此前提起上诉的理
由之一，这也是舆论关注的话题。遴选陪
审员至少持续一周。截至15日庭审结束
时，陪审员人选仍未确定。

法庭之外，对于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庭
审，美国社会舆论呈现出显著的对立。

2023年4月初，特朗普因“封口费”案
出庭，在法庭外围和舆论场上引起骚动。
与一年前相比，媒体人员受到更严格控
制，在法庭一侧公园聚集的政治活动人士

有所减少，但仍聚集了不少特朗普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他们中既有人手持“特朗普
已被定罪”的横幅，也有人高举“特朗普
2024拯救美国”的旗帜，更有人对记者高
喊“特朗普受到不公正对待”。

来自曼哈顿的史蒂夫·马尔钦斯基所
在的公司专门生产带有特朗普竞选标语
的吊床和帆布躺椅等。他对记者说，纽约
历来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地盘，预计特朗普
会被定罪。即便如此，自己仍会把票投给
特朗普。

来自皇后区的马克·莱维特身上挂着
特朗普“撒谎”“靠暴力致富”的硬纸板。
他告诉记者，相信特朗普会受到公正审
判，“共和党本可以推选出更值得尊敬的
总统候选人”。

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谋“新”重“质”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
究和实践，但有的地方对“因地制
宜”的要求理解不够深入透彻。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件大事、新
事，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心里要热
切，但头脑要冷静、步子要坚实，
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拿出切实有
效的措施。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
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
力。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不能潮
流化、概念化、标签化，表面功夫
带不动生产效率的提升，造不出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无法培育
出先进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尊重
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不是一
朝一夕，更不会凭空出现，而要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国幅员
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科研条件等各不相同。要坚
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各地的自
身特点和优势，找到科学合理的
发展路径，避免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时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能搞
一种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重创
新成果的落地应用和价值转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放在诸项任务之
首，并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创新成果不能只停留在

“实验室”，更要成为“生产线”上
的产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发展
新质生产力要与产业相结合，加
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围绕
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新瓶
装旧酒。当前，不少地方谈创新
必说新质生产力，把新质生产力
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盲目
求“新”而忽视了“质”。科技创新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但并不是和创新沾边都是新质生
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
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
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实干为先，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涉及
方面较多，只有提早谋划、科学布
局、统筹兼顾，才能扎扎实实向前
推进，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极目星空 步履不停
——“中国天眼”为世界天文提供“中国智慧”

4月17日，记者从国家天文台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获悉，有“中国天眼”之称
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已
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

在快速射电暴起源、引力波探测等领
域产出一系列世界级成果；自主研发的接
收机核心零部件有望走出国门；FAST核
心阵建设蓄势待发……

极目星空，步履不停。“中国天眼”正
不断为世界天文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工
程界提供中国技术。

成果频出

“中国天眼”是耳熟能详的国之重
器。为“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出大成果”，中国科学家不断“挑战认知和
技术极限”，用“中国创造”擦亮深邃“天
眼”。

截至目前，“中国天眼”已发现900余
颗新脉冲星，其中至少包括170余颗毫秒
脉冲星、120余颗双星脉冲星、80颗暗弱
的偶发脉冲星。

“我们正在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极
限。”国家天文台银道面脉冲星巡天项目
负责人韩金林说。从人类发现第一颗脉
冲星到FAST发现首颗脉冲星的50年里，
全世界发现的脉冲星不到3000颗。

2017年10月10日，“中国天眼”宣布
发现6颗新脉冲星，实现“零的突破”。这
是中国首次利用自己独立研制的射电望
远镜发现脉冲星。

目前，“中国天眼”发现的900余颗新
脉冲星，是国际上同时期其他望远镜发现
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

其中，发现的80颗暗弱的偶发脉冲星
与正常脉冲星相比，辐射流量密度还要低
一个量级，最低的已经达到了亚微央量级。

在韩金林看来，对这些偶发脉冲星的
研究对于理解银河系中恒星死亡后形成
多少致密中子星残骸及揭示未知的脉冲
辐射物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韩金林告诉记者，如果把搜寻脉冲星
比作摘果子，之前发现的脉冲星都离地面
比较近、容易“摘”，“中国天眼”发现的900
余颗新脉冲星则是更远或者采摘难度更
大的。

因为每一颗脉冲星都有其特殊脉冲
及稳定的转动频率，它们相当于宇宙中具
有特有信号标记的“灯塔”。如果人类在
未来能够实现“星际穿越”的话，这些脉冲
星将为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旅行提供“导
航”。

“我们精确测量出脉冲星在宇宙空间

中的坐标，在旅途中时刻监测多个脉冲星
信号的相位及对应的位置关系，人类在星
际旅行中就不会走丢了。”韩金林说。

首次在射电波段观测到黑洞“脉搏”、
探测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探
测并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
近年来，“中国天眼”为探索宇宙奥秘作出
中国贡献。

未知和未来面前，人类命运与共。“中
国天眼”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肩负使命。

“中国天眼”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
介绍，自2021年3月31日正式对全球科
学界开放以来，“中国天眼”已帮助美国、
荷兰、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研究团队开
展观测近900小时，涉及科学目标漂移扫
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
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等多个
领域。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天眼”将为国
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尝试寻找未知事
物带来更多新视角，为引领人类突破认知
新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不止

“原以为要修改七八遍，没想到第一
版性能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高级工程师柴晓明向记
者介绍着眼前一个外壳镀银、只有口风琴
大小的低噪声放大器，言语中难掩兴奋。

低噪声放大器是“中国天眼”接收机
的核心零部件，此前都靠进口。

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关键技术掌
握在自己手里，柴晓明所在的团队用了近
2年时间自主研发出了这款高性能的国产
低噪声放大器。

样机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际天文界
关注，位于巴西的BINGO项目第一时间
向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提出批量购买
的合作意愿。

“中国天眼”作为世界最大、最灵敏的
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激发了很多特殊
的技术需求，需要中国科学家们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不断“挑战认知
和技术极限”、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中优化升级。

创新无捷径，唯有敢攀登。
“没人告诉你可以怎么做，谁也没有把

握自己的方法一定行。”FAST运行和发展
中心常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说，“反复
试验、多次失败、越挫越勇”的艰难攻关几
乎贯穿了FAST建设阶段的每一个环节。

为解决索疲劳问题，姜鹏带领一帮年
轻人历经近百次失败，成功支撑起“中国
天眼”的“视网膜”。

为开发新的控制系统，FAST运行和
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孙京海
无数次挑灯夜战至东方既白，几乎重写了
全部核心算法代码。

为解决变电站电磁干扰问题，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
甘恒谦经过近2年的摸索与试验，发明了
与“中国天眼”匹配的高压滤波器……

仅在建设阶段，“中国天眼”获得了钢
结构、自动化产业、机械工业、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电磁兼容研发等十余个领域的重
要科技奖项。

“天眼”问天，没有终点。姜鹏坦言，
如果只把FAST当成一个望远镜、一台监
测设备，现在已经达标了。但要维持
FAST世界领先的地位，我们的创新就不
能停下来，我们会倾尽全力让FAST稳定

性更好、运行效率更高。
目前，FAST年度观测时间稳定在

5300小时左右，为持续产出科研成果起到
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竞逐未来

巡天探宇，解密星空。“中国天眼”没
有停止过创新的脚步。

“天文学极其浪漫，因为它研究的是
人类的星辰大海。天文学也极其残酷，因
为国际竞争极其激烈，一旦松懈，就会失
去领跑地位。”姜鹏说。

放眼全球，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
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多个射电望远
镜阵列均在建设之中。

“一旦这些望远镜投入运行，‘中国天
眼’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姜鹏说，“我们稍
有松懈，中国天文学家就可能‘失守’射电
波段视野的最前沿。”

记者近日走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在
一处离“中国天眼”不到3公里的山头上看
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原本杂木丛生、
怪石嶙峋的山顶已被推平、夯实。

“我们计划未来5年利用FAST周围5
公里范围内优异的电磁波环境，建设20至
30台口径40米级全可动射电望远镜，与
FAST组成综合孔径阵，即FAST核心阵。”
姜鹏告诉记者，正在作业的山头在年内就会
建成一台40米级全可动射电望远镜。

“单靠‘中国天眼’观测宇宙，就像是
用‘粗头铅笔’给天体画像，而核心阵建成
投用的话，相当于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
机’拍摄遥远的星空。”姜鹏介绍，核心阵
一旦建成，将大幅提高“中国天眼”的视
力，让“‘中国天眼’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
得清”。

在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
械工程部主任李辉看来，FAST核心阵将
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
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
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极端暂现源方面发
挥重大作用。

除天体物理学研究，FAST核心阵还
有望在深空探测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例
如近地天体预警、空间微小目标探测、深
空卫星通讯及控制、电离层特性测量、脉
冲星时间基准等，可以为我国空天领域发
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姜鹏说：“为了让中国的射电天文力
量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我们将在新的起
点加速攀登，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新的科学
前沿。”

新华社贵阳4月17日电

铁路开售五一火车票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17日起，铁路12306开始发
售五一小长假火车票，当日发售5
月1日火车票。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
绍，五一小长假期间，铁路12306
将根据客流趋势，每日动态调整
票额分配策略，兼顾长途和短途
旅客出行需求，及时将票额投放
至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最大限
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据悉，为应对售票高峰，铁路
12306系统已经提前做好各项技
术准备工作，能够满足超大访问

量需求，保障售票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

这位负责人表示，五一假期
旅客出行高度集中，运力和需求
的矛盾十分突出，造成局部地区
和时段车票紧张，尤其在部分热
门方向的线路上，一些始发和终
到时间更为适宜、全程旅行时间
更短的列车，更是许多旅客的首
选出行方案。当这些列车车票起
售时，由于广大旅客关注度非常
高，旅客朋友会选用12306网络
购票、手机APP、车站窗口等各种
售票渠道快速“抢票”，可能会出
现“秒光”现象。

哺乳动物计时奥秘被发现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哺

乳动物如何能感知时刻变化？大
脑如何计算时间？这一直是国际
科学界研究的难点。北京大学科
研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哺乳动物
大脑深部脑区中名为“视交叉上
核”（简称为SCN）的神经元集群，
可通过众多神经元的“集体决策”
计算时间，时间解码准确率可达
99%。这一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国际权威期刊《细胞研究》。

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
科学中心主任程和平院士介绍，
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双侧扫描双
光子显微镜，首次实现SCN区域
近万颗神经元跨昼夜的钙成像。
研究发现，SCN中以钙脉冲为基
本单元，可形成从秒到小时到近
日周期的跨尺度钙信号，展示出
潜在的时间编码能力。

同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团
队又开发了基于SCN神经元钙
信号的时间解码器，发现其解码
准确率随着神经元数量的增加
而显著提升，当随机组合来自同
一SCN脑片的900个神经元时，
时间解码准确率达99%，且所有
神经元对于整体时间计算有着近

乎均等的贡献，从而揭示出神经
元群体在时间编码上的集体决策
机制。

“SCN是哺乳动物的‘中枢生
物钟’，可接收并处理外界的光时
间信息，计算时间并输出信号，从
而指导调控生物体的生理功能与
行为。”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博
士研究生王子晨介绍，由于SCN
致密度高，一直以来获取大规模神
经元集群的信号数据并实现解码
是国际研究中的难点，团队此次应
用高速高通量成像和机器学习技
术才得以破解其“计时”的奥秘。

此外，通过多尺度对比学习
方法并基于钙信号时间序列，团
队还识别出SCN在空间中集聚形
成双侧对称、波纹状的表征，其形
状如同一只美丽的“时间蝴蝶”。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南京转化
研究院喻菁博士表示，此次研究
不仅是国际首次在系统水平上揭
示SCN基于神经元集体决策机
制的时间计算能力及机制，应用
其中的大规模钙成像技术和深度
学习方法也具有通用意义，为研
究其他复杂神经元集群工作原理
提供了新思路。

20242024年年22月月2626日拍摄的日拍摄的““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全景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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