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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宋晨

5月7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搭载

发射的海王星01星、智星一号C星、宽

幅光学卫星和高分视频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

的首次飞行，标志着长征火箭家族再添

新成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新一代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型谱。

本次发射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

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

制，是一款面向未来商业发射市场的

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火箭采用单

芯级两级构型，一子级直径为 3.35

米，采用两台120吨推力的液氧煤油

发动机，二子级直径为2.9米，采用一

台推力18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全

箭总长约43米，全箭起飞重量约215

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约 2.4 吨，可根据不同任务适配多规

格的卫星整流罩。

面对日益旺盛的卫星发射需求，选

择一款“高可靠、高性价比、适应性强、

响应快速”的运载火箭，是用户对商业

发射服务的共性要求。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我国运载

火箭领域首次创新采用AAC（自适应

增广控制）技术，实现对运载火箭姿态

的精准控制，推动火箭控制系统不断迈

向自主化、智能化。

“可以把火箭的自适应增广控制

技术简单理解为智能驾驶，通过判断

道路状态、乘客的舒适体验等因素自

动调整方向盘和油门，实现速度和方

向的自动控制，确保安全稳定行驶，

同时兼顾乘客的乘车体验。”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火箭专家胡存明说。

此外，研制团队还新研发了轻质

化贮箱为火箭“瘦身”。长征六号丙运

载火箭首次采用了2.9米大温差泡沫

夹层共底贮箱，通过减少两个贮箱之

间的多余空间，在携带尽可能多的燃

料情况下，实现减轻火箭“自重”，进一

步提高火箭的结构效率，提升火箭运

载能力。

与以往执行国家发射任务不同，商

业市场多样化的发射需求背后也常常

带来更多变数，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在

最大化满足用户的同时实现快速履

约？“去任务化”，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

箭研制团队给出的答案。

所谓“去任务化”，就是最大化统一

产品的状态，先打造出一枚可适配多任

务要求、可滚动组批投产的“标准火

箭”，在后期发射任务明确后，可按照卫

星配套要求，在“标准火箭”上开展适应

性的“加装和改进”。

“就像是我们购买电子产品时的标

配和选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火

箭专家余延生说，通过“去任务化”的模

式，可以有效提高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

的任务适应性和灵活性，满足商业航天

市场高频次、高密度发射的需求。

本次任务发射的4颗卫星，是长征

六号丙运载火箭通过商业化竞拍方式

实施的一次“拼车”发射任务，也是我国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服务首次公开

竞拍。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看点解析
“自动驾驶”“标配加选配”

5月7日11时2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长征六号丙运载

火箭，搭载发射的海王星01星、智星一号C星、宽幅光学卫星和高分视频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王增何 摄）

太阳耀斑爆发，将带来哪些影响？
高敬 黄垚李昌瑞

北京时间2024年 5月 6日 14时

35分，太阳爆发了一次X4.5级的强耀

斑。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7日

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太阳活动水平中

等到高，可能爆发M级甚至X级耀斑。

什么是太阳耀斑？太阳耀斑爆发

是正常的吗？

记者了解到，太阳耀斑是太阳上最

剧烈的活动现象之一。它是太阳大气

局部区域突然变亮的活动现象，常伴随

有各种能段电磁辐射和粒子发射的增

强。太阳耀斑可以分为A、B、C、M、X

五个级别，其中A为能量最小级别，X

为能量最大级别。

太阳“发脾气”也是有周期的。国

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王劲松

介绍，一个太阳活动周平均长度为11.2

年。国际规定，以1755年作为第一个

太阳活动周的开始时间。当前，太阳正

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

2024年伊始，太阳活动较为活跃，

元旦、除夕以及元宵节前夕均爆发了不

同程度的耀斑事件，这表明太阳活动正

在变强。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首席

预报员陈安芹说，每个太阳活动周大约

有100多个X级耀斑，而在太阳活动峰

年，X级耀斑爆发更为频繁，每年大约

有10至20个。目前正处于太阳活动

周的峰年，太阳表面的活动区比较多且

复杂，因此频繁爆发X级强太阳耀斑是

正常现象。

太阳耀斑会对地球、对人们的生活

产生什么影响？

陈安芹表示，太阳耀斑爆发时，会

引起向阳面地球电离层的扰动，从而影

响导航定位系统、航空通信、短波通讯

以及其他应急通讯等。太阳耀斑爆发

时还可能伴随太阳质子事件和日冕物

质抛射，大量的高能粒子到达地球附

近，可能会毁坏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威

胁宇航员的生命安全；日冕物质抛射到

达地球附近时，会引起地球磁场扰动甚

至地磁暴，影响长距离输电网和输油管

线，还会影响卫星发射活动，尤其对低

轨卫星的影响更大。

“虽然太阳耀斑爆发会携带大量的电

磁辐射和高能粒子，但实际上只有很小一

部分能够到达地球附近，加上地球有自身

磁场的保护，因此即使是强耀斑爆发，对

人类健康也几乎没有影响，公众不必担

心，也不需要做特殊防护。”陈安芹说。

王劲松表示，面对强太阳活动等所

引发的空间天气事件，中国气象局成立

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已基本

建成监测、预报和服务三位一体的业务

系统，基本具备了针对空间天气因果链

中关键节点、关键要素的监测能力，能

够系统并准确地预报预警地磁暴等重

要空间天气过程。

在民航领域，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作为国际民航组织批准的第四

个全球空间天气中心，和其他三个全球

中心轮流值班，24小时不间断提供精

细化的空间天气预报咨询服务，为全球

航空安全保驾护航。

专家提醒，今年到明年是太阳活动

的高峰年，这意味着后续还会有一些太

阳耀斑、地磁暴等空间天气事件发生，

公众可科学看待空间天气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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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李恒

让群众看上病、看好病、少跑腿、少花钱，是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国家卫生健康委 7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用一组组数据勾勒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

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我国

已设置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11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医疗中心的设立，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在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试点，在全国县级层面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为群众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一体

化、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

朱洪彪介绍，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

委还支持建设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961个、省级3800个、

市县级11000个，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推广预约诊

疗、多学科诊疗、日间手术、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便民惠民
措施。

基层诊疗量占比52%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如何确保基层医疗机构和

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朱洪彪介绍，近年来，我国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和社区医院建设三年行动，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拓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等，助力群众看病就医更便利。

“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级各类公立医院的高质

量发展，目的就是要让群众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卫生服务。”朱洪彪说，2023 年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

5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群众的吸引力正逐步增强。

5500多家医院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改进医疗服务模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介绍，一方面通过

完善预约诊疗制度、畅通转诊渠道，探索预就诊、预住院等方

式，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另一方面简化流程，通过建立“一

站式”服务中心、推行“一次就诊付费一次”等，减少患者来回

奔波。

此外，完善多学科诊疗制度，开设麻醉、疼痛、健康管理

等新型门诊，也能满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

据介绍，目前全国有5500多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提供

“一站式”服务，出院患者当日结算率达到77.7%。多学科诊疗服务模式推广

至全国2400余家二级以上医院。2800余家二级以上医院至少开设了一类新
型门诊。

打造14家公立医院样板
2022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选择14家公立医院作为试点，通过委省共

建，打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朱洪彪介绍，这些试点医院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

强核心专科能力建设，提升重大疾病的诊疗能力和诊疗效果。同时，紧盯国际

医学前沿，在脑科学、再生医学、生物医学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并推进管理创

新，提升医院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

据介绍，两年多来，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试点医院的疑难复杂疾病救

治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医院运行效率等，普遍好于同级医院平均水平。

朱洪彪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人才、创新、技术、信息等为重点，推动试点

医院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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