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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遗失 苏ADT5602程永健履约保证金
收 据 ，金 额 壹 万 元 整 ，单 据 号 ：
003048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宅前建筑工程队
法人章（姜付贵），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使用。

公公 告告
南京米福吉商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 南京米福吉商业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根据2024年 12月 3日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至2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南京米福吉商业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日

国内 2024.12.4 星期三
责编：谢卫东 美编：陈恩武A13

体彩排列3（24324期）

中奖号码：6 3 0
投注方式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79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563注 173元

体彩排列5（24324期）

中奖号码：6 3 0 1 3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41注 100000元

体彩7位数（24184期）

中奖号码：4 4 2 3 2 2 7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等奖 0注 0元

体彩7星彩（24139期）
中奖号码：9 7 0 1 5 4 + 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 0元

天天出彩

中国向联合国交存
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和海图

当地时间12月2日，中国常驻
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代表中国
政府向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马蒂
亚斯交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
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
海图。该《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
国网站公布。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
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
定并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
中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正
常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
海国应将本国领海基线海图或地理
坐标表的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
长。此次交存既是中国作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
国际实践，也是捍卫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 据新华社

据河南省漯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消息，近期，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与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河南省漯河
市一处战国至汉代古墓葬群开展
考古发掘工作。

据介绍，该古墓群在平漯周
高速铁路建设中被发现，墓葬排
列有序，分布密集，自战国到东汉
时期延续使用约400年。从考古
发掘情况来看，大多数墓葬保存
基本完好，文物较为丰富。目前，

已发掘古墓 200 多座，出土有青
铜剑、青铜匕首等战国时期的青
铜器及汉代的陶器、铁器和玉器
等文物千余件。

该区域出土的文物数量多、
种类丰富，此前曾在周边区域发
现战国城墙、道路、大型建筑基址
以及汉代铸币、制陶作坊等重要
遗迹，反映出在战国和汉代时期
郾城古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对
于研究漯河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
重要价值。 央视

长征三号乙火箭完成百次发射
权威解析：长征系列火箭，多项关键技术引领后续火箭发展

问：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缘何
能创“百发”纪录？

答：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与长
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丙运
载火箭共同构成长征三号甲系列
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于1993年获批立项，从1996年首
飞到完成 100 次发射历时 28年，
是我国宇航发射次数最多的单一
型号火箭，承担了多个国家重大工
程任务，将北斗、嫦娥、风云等“乘
客”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是一款
适应性很强的运载火箭，其运载能
力可以覆盖世界绝大多数应用卫

星的质量，使得它可以兼顾国际商
业发射和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可以用于超同
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
道发射，以及深空探测器发射，还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
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这
也是其能成为我国宇航发射次数
最多的单一型号火箭的原因。

本次任务中，型号团队围绕产
品流程优化、可靠性提升、产品化
等方面对火箭开展了多项技术优
化。同时加强质量管控，细化分解
形成近50项保成功措施，确保任
务顺利实施。

12月 3日下午，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
我国首个单一型号火箭
100次宇航发射。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有何亮点？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未来有何规划？
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运
载火箭首任总指挥兼总
设计师龙乐豪。

据新华社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何以创“百发”纪录？

问：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工作进展如何？

答：目前，我国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研
制工作正有序推进。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是为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和
着陆器而全新研制的高可靠、高安
全载人运载火箭，未来能将我国奔
月轨道运载能力由8.2吨提升至27
吨，填补我国载人登月能力空白。

这一火箭具有安全可靠、性能
先进、流程创新、扩展灵活等特点，
并且以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为基

础，可以发展近地空间站载人和载
货等系列化衍生构型，推进我国载
人运载火箭升级换代，满足空间站
运营任务及各种应用卫星发射需
求。我国将通过新一代载人火箭研
制，攻克发动机多机并联、低频弹性
控制、故障诊断及容错重构等关键
技术，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

当前，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
已完成一子级动力系统试车等大
型试验，按照研制计划后续还将持
续开展一系列试验项目，对各系统
设计进行全面验证。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研制进展如何？

问：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未来还
有哪些规划？

答：面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发展方向为“大、快、高、
低”——即大运载能力、快速反应、
高可靠性和低成本。这四点将是
未来我国运载火箭发展的关键词。

根据我国运载火箭型谱化发
展规划，重型运载火箭是下一代运
载火箭的核心标志，将支撑我国奔
月轨道运载能力达50吨，填补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100吨级空白，实现
跨越发展，满足深空探测和近地空
间大规模运输等中长期发展需求。

同时，重型火箭研制具有极强

带动性，可充分带动先进设计、高
端制造、原材料、元器件等相关基
础工业的发展，加速我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带动我国高端装备发展，
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通过重型运
载火箭研制，可攻克超大直径箭体
结构设计制造、大推力高性能发动
机设计制造、连接器自动对接、大
功率伺服机构等关键技术，将显著
提升我国航天科技水平，有力支撑
航天强国建设。

此外，研制可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将大幅降低进出空间的成本，提
高产品周转效率，支撑主流载荷高
频次发射和全球极速运输服务。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新型火箭研制是否会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问：新型火箭研制是否会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
答：智能飞行技术与运载火箭

总体设计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结合
运载火箭总体设计技术发展历程
和趋势，可将智能飞行技术发展分
为四个阶段，自动控制阶段、有限
智能飞行阶段、增强智能飞行阶
段、全面智能飞行阶段。

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

前三个阶段的发展，正通过研制新
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迈向第四阶
段。这一阶段航天运输系统将有
效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全生命
周期、全系统的智能健康检测系
统，实现火箭本体自主修复。

同时，还将具备交互式学习能
力，可通过多智能体天地协同学
习、多智能体的协同重构，自主适
应环境和本体状态变化。

女童蹭跑全马？组委会：已处罚其父
其父称女儿已10岁，从3年前开始跑步

河南漯河建高铁发现古墓群
已发掘战国到东汉古墓200多座

近日，在江西上饶婺源县举
办的一场马拉松赛事中，一位父
亲因体力不支放弃比赛，让自己6
岁女儿独自跑完42公里全马，引
发关注。

有网友质疑该女孩违规参
赛，“6 岁的小孩怎么能报名全
马？”还有网友表示，小女孩为最
后一名，有关门兔（注：关门兔指
马拉松比赛中，在计时芯片停止
计时前完成比赛的配速员）跟在
小女孩身后为她保驾护航。

12 月 2 日，婺源马拉松组委
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女孩确
实是违规参赛，为“蹭跑”（注：蹭
跑指虽未获得赛事组委会颁发的
正式参赛资格，但仍通过各种方
式在赛道上进行比赛）。

12 月 3 日，参赛女童父亲告
诉记者，他目前已经接到主办方
的取消其参赛成绩的处罚，他认
可并接受这一处罚决定。

女童父亲称其女儿今年 10
岁，并非网传的6岁，从3年前开
始跟随当地跑团一起跑步。比赛
当天他带着女儿一起到比赛现
场，他跑到36公里的时候，感觉自
己无法完成比赛了，但女儿说还
想继续跑。因为按照规定，赛道
上选手必须佩戴号码牌，他将本
人的号码牌挂在女儿身上。女儿
随后又跑了几公里，直到被安保
人员拦下。

对于孩子“蹭”号码牌跑步一

事，女童父亲承认这是违规行为，
并说只是“希望让孩子有一段这
样跑步的经历”，不存在炒作。

中国田径协会官方微信公众
号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之所
以会限制马拉松参赛者的参赛年
龄，是因为跑步虽然受众广、门槛
低，但马拉松是一项极限运动，并
不是人人都适合。青少年儿童在
选择马拉松和长跑时，就应慎重。

田协文章中介绍，儿童年龄
较小，骨骼和肌肉还没有发育成
熟，骨骼组织硬度不够，长距离跑
步时，地面对身体的冲击可能会
对儿童骨干造成损伤，产生骨质
水肿或青枝骨折等。更有甚者，
可能会对骨骼发育造成不可逆的
损伤，影响儿童身高发育。 综合

正在跑马拉松的女孩 社交媒体截图

12 月 3日 13 时 56 分，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三
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