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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发现新脉冲星超1000颗
笔者11月 26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召开的“FAST脉冲星科学研讨
会”获悉，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突破 1000
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
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大量的毫
秒脉冲星和脉冲星双星，丰富了脉冲星
的种类和数量，对理解脉冲星的形成和
恒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脉冲星是转动很快的中子星，因不
断地发出电磁脉冲信号而得名。它是最
致密的天体之一，有极高的密度、极强
的磁场和极强的引力，被公认为物理学

和天文学的“超级明星”。自1967年英
国科研人员发现第一颗脉冲星以来，国
外科研人员已经发现约3000颗脉冲星。

“脉冲星是研究四大相互作用和极
端条件下物理规律的天然实验室，通过
观测脉冲星，可检验广义相对论、探测低
频引力波等，为脉冲星物理等理论研究
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FAST运行和发
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朱炜玮介绍。

由于具有很高的灵敏度，FAST自
2017 年调试以来发现了 1000 多颗新
脉冲星，并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成果，
包括发现最短轨道脉冲星双星，测量

了双中子星的质量并实现了高精度的
引力论检验，发现纳赫兹引力波信号
的初步证据，首次测量年轻脉冲星的
三维速度等。

“从2020年开始，我们团队对银河
系的盘区进行脉冲星巡天，新发现的暗
弱脉冲星成为揭示银河系中暗弱脉冲
星族群的关键证据；同时，我们团队发
现的毫秒脉冲星和脉冲星双星为理解
目前尚无定论的双星演化途径提供了
核心数据，其中也不乏监测引力波的优
良探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韩金林说。

朱炜玮表示，FAST未来将探索通
过在望远镜周围增加辅助天线的方式，
提升望远镜的灵敏度及空间分辨能力；
同时，实现射电暂现源定位和综合孔径
成像的跨越式能力提升，以增加FAST
的覆盖天区科学能力。

“未来，FAST将做出更加重要的成
果，如纳赫兹引力波信号探测、揭示快速
射电暴的起源、发现黑洞-中子星双星、
揭示中子星状态方程、解决哈勃常数危
机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戴子高对
FAST的未来充满期待。

（陆成宽）

四维高景二号双星发射成功

11月25日7时3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四维高景二
号03、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笔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悉，四维高
景二号03、04星由八院抓总研制，是中国四维新
一代商业遥感卫星系统的两颗高分辨率雷达卫
星，均配置高精度相控阵雷达载荷，可提供全天
时、全天候、高分辨率雷达影像，服务于自然资源、
城市安全、应急管理和海洋海事等领域。

两颗卫星在轨运行后，将国际上首次实现商
业卫星的百米级自主严格回归轨道与亚米级绕飞
编队协同控制，可简化卫星在轨操纵，开创商业卫
星“自动驾驶”新纪元。 （付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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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滁州市南谯区同乐街道居民小区，工作人员正在对供暖用电设备进行检查维修和特殊巡视。连日
来，为确保城乡居民供暖安全，滁州市供电公司全力做好能源供给工作，并加大对全市敬老院、供暖小区等用电设备的
检修力度，为广大市民温暖过冬提供有力保障。 宋卫星 摄

普及湿地保护法律知识，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新发展阶段，人民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要愈发强烈。党的二十大报告鲜
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湿地被誉为“地球之
肾”，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我国湿
地面积大、分布广、类型全，其作为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中的重要一环，除
具有涵养水源、改善小气候、固碳增汇和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外，还可提
供旅游休闲、文化传承和教育科研等多
种社会经济功能。因此湿地是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生境。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以“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会
议主题，而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才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湿地保护提供坚实保障。为此，我国
先后出台《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湿地保
护修复制度方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已从2022年6月1日起开始
施行，是我国首部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
法律。近年来，湿地保护也始终是安徽
和合肥的重点工作之一。从安徽省来
看，其2015年就制定了《安徽省湿地保护

条例》，在2018年对其进行了修改，并将
11月6日定为安徽湿地日。合肥市则出
台《关于加强环巢湖十大湿地保护的决
定》等，为湿地保护进行法制护航。经不
懈努力，合肥也荣膺第二批“国际湿地城
市”称号。

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湿地的生态修复与保护与我
们每个人密切相关，法律需要人来遵
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要靠
每个人的努力来打造。因此普及湿地保
护相关法律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普法
是一项基础性长期工作，依法保护湿
地，归根到底要靠全民法治素养的提
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抱有“打持
久战”的思想准备，做到日拱一卒，不可
一刻懈怠。

普及湿地保护法律知识，首先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根本理论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压实
各级党组织的责任，利用好各级党组织
的网络，密切联系群众，让党员在宣传
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其次，要让书本

的法律知识与生动的实践活动相结合。
如《湿地保护法》对泥炭沼泽进行了专
门条款的规定，禁止在泥炭沼泽湿地开
采泥炭或者擅自开采地下水等。我们可
组织群众到泥炭沼泽进行实地走访，让
群众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切身感受泥炭
沼泽是所有生态系统中最大的长期碳存
储地，其在时刻守护着我们，进而自觉
提高法律保护意识。再次，要做到线上
宣传与线下宣传有效互动。在线上，相
关机构和媒体应开展湿地保护法律的宣
传，利用好网络新媒体和智能软件等制
作精良的宣传视频等吸引更多人关注，
并发布线下相关活动。在线下，则可通
过湿地保护日、宣传周等开展普法活
动，深入社区、企事业单位，通过在现场
悬挂标语、摆放展版、发放材料和解答
相关法律问题的方式，营造现实热烈的
宣传氛围，并可将现场活动内容再上传
到线上进一步宣传。最终使得线上与线
下的宣传形成良性循环效果。然后，要
将打造固定普法基地与动态普法相结
合。依托太平湖、巢湖等湿地公园和各
类教学科研机构打造固定的普法基地，

定期组织人员到基地进行湿地保护法律
的教育培训。有计划地动态进行湿地周
边排污行为和生物观测等活动，来自合
工大的港澳台学生项目组在调研时发
现大天鹅首现巢湖就是很好的例子。
定期走访湿地保护相关重点企业，为其
宣传最新湿地保护法律知识。最后，各
主管部门应密切配合，合力普法。司法
机关应及时公布相关立法说明和典型
案例，为普法宣传提供法律源泉，并召
开相关教育警示大会等。各地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等行政机关应结合实地情
况，将相关法律法规互通有无，织密法
网，有意识地进行协同宣传。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应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
生的湿地保护法律意识，在课堂思政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湿地保护法律知识
普及工作。

（作者简介：孙成龙，男，合肥工业大
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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