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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让长征七号A
运载火箭焕然一新

我国新增4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安徽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江苏洪泽

古灌区、山西霍泉灌溉工程、湖北崇阳县
白霓古堰 4 日成功入选 2023 年（第十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 34处。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十批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是在印度维萨卡帕特南
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4 届执行理事
会上公布的。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说，我
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
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
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位于安徽省舒
城县境内，最早创建于西汉，利用湿地形
态，“串荡成渠，连塘为蓄”，两千多年来发
挥着重要的灌溉、防洪、防旱作用。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
区境内，为蓄水型灌区，由蓄水、取水、输
水和排水工程组成。自东汉开始，古人引
水灌溉耕作，历代建设水利设施，灌区延
续至今。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省洪洞县，自
唐贞观年间开始便有明确记载，至今仍发
挥着灌溉、供水、生态、旅游等功能。

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境内，包
括石枧堰和远陂堰两座古堰。文献记载，
古堰最早建于五代后唐时期，至今仍发挥
着灌溉、防洪、抗旱、供水等功能。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 年设
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
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
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
验和启示。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为火箭“强身减重”、帮卫星节省燃料……

11 月 4 日，天津市静海区台头
镇农民操作农机播种小麦。

受今年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的
影响，位于东淀蓄滞洪区的天津市
静海区台头镇部分地区农作物受
灾。近日，当地的农民趁着晴好天
气抢耕抢种，冬小麦播种工作有序
进行。

多项技术改进
提高适应性与可靠性

本次发射的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由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抓总研制，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号由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抓总研制。

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
中型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
能力可达 7 吨，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高轨
道 5.5 吨至 7 吨运载能力的空白，目前可
适配直径 4.2 米和 3.7 米两种整流罩，具
备一箭一星和一箭双主星发射能力。本
次执行任务的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采用
直径 4.2米整流罩的基本构型。

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总体技术负责
人魏远明介绍，为执行本次任务，火箭完
成了 20 余项技术状态改进，其中，新型传
感器应用、智能技术验证等 10 余项改进
为 型 号 首 飞 首 用 。 提 高 了 火 箭 的 适 应
性、可靠性与运载能力。

后续，型号团队还将进一步优化发
射场流程，并适时启动配备大尺寸整流
罩的改进型火箭研制，为卫星提供更大
包络空间，通过更强劲的动力、更合理的
结构，支撑火箭综合性能的提升。

发动机可“智能关机”
帮卫星节省燃料

魏远明介绍，每次火箭燃料加注都
留有“余量”，确保任何条件、任何情况
下，火箭都有充足的燃料抵达目的地。
本次任务中，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首次
搭载试验的发动机“智能关机”功能，就
是充分利用了这个“余量”。

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关机时，星箭
联合体已经进入太空，此时储箱内剩余
的燃料越少，意味着火箭的运输效率越
高。“智能关机”功能通过精确采集储箱
燃料液位，分析燃料的剩余量，在线评估
火箭能否达到更高的轨道，从而充分释
放火箭运载能力。

“目的是帮卫星节省燃料，提高卫星
在轨寿命。”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控制系

统主管设计师刘星栋说，在传统模式下，
火箭抵达预定轨道后，星箭分离，卫星消
耗自身携带的燃料进行变轨。而采用发
动机“智能关机”功能后，火箭实时预估
燃料耗尽的时间，尽可能把卫星送得再
高一点、远一点。

更换轻质化电缆
为火箭“瘦身”

为火箭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瘦身”
绝非易事，本次任务中的长征七号 A 运
载火箭，仅轻质化电缆一项，就为火箭减
重 30多公斤。

刘星栋表示，火箭减重意味着运力
提升，对于火箭研制而言，新技术、新状
态固然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不
确定性和风险。

火箭电缆就像血管，下至箭体最底
端的地面，上至整流罩中的卫星，从头到
尾贯穿箭体，全箭电缆总长度至少是火
箭高度的 2 倍。在更换电缆前，火箭研制
队伍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在操作上提出
了更细致的要求。

本次火箭抵达发射场后，遇到了连
续的大暴雨天气，测试厂房内湿度高，可
能会对电缆连接处的绝缘电阻值产生影
响。为此，刘星栋和团队成员抢抓时间，
加强雨季防护措施，并对全箭电缆连接
部位逐一排查，确保火箭顺利发射。

参观者在辽宁省博物馆观看墨西哥
古代文明展展出的文物——雨神陶像（11
月 3日摄）。

日前，“从奥尔梅克到阿兹特克——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
展。展览汇集了墨西哥 9 家文化机构的
154 件（套）珍贵藏品，其中大部分文物是
首次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向观众集中展
示了古老且异彩纷呈的中美洲文明。本
次展览计划持续至 2024 年 3月 3日。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
亮相辽宁省博物馆

11月 4日，漫画爱好者在参观展览。
当日，为期五天的第十九届世界漫画

大会在河南安阳举行。大会期间将举办
国际漫画原作展、中国新漫画 30 年特展、
日本动漫画藏品展等八场展览，共有来自
29个国家和地区的 2931 件漫画作品参展。

第十九届世界漫画大会
在河南安阳举行

11 月 4 日，我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正式命名交付。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与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
其所属爱达邮轮有限公司正式签署相关
交船文件，运营准备工作全面启动，“爱
达·魔都号”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开启商
业首航。

历经八年科研攻关、五年设计建造，
完成试航验证后，“爱达·魔都号”正式进
入市场。一组数据可解析这一巨系统工
程：总吨位 13.55 万吨，长 323.6 米，宽 37.2
米，最大高度 72.2 米；全船搭载 107 个系
统、5.5 万个设备，包含 2500 万个零部件，
完 工 敷 设 4750 公 里 电 缆 ；船 上 有 客 房
2125 间，可容纳乘客 5246 人，配置高达

16 层、面积 4 万平方米的生活娱乐公共
区域……“爱达·魔都号”犹如一座“海上
现代化城市”。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
庆说，我国已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
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的能力，
集齐造船工业“三颗明珠”。

国产大型邮轮建造缘起于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又在第六届中国国际
进 口 博 览 会 前 夕 交 付 。 2018 年 11 月 6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13.55
万总吨 Vista 级大型邮轮合作设计建造合
同正式签订。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刚表示，五年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
司联动和管理 361 家全球供应商、1105 家

二级配套企业，汇集全球 30 多个国家超
过 5000 名工程技术人员紧密协作，突破
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大型邮轮设
计建造和复杂巨系统工程管理能力，持
续构建邮轮业的中国标准体系。

“爱达·魔都号”计划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正式
开始商业运营。首航船票自 2023 年 9 月
20 日起发售，不少旅客第一时间预约了

“爱达·魔都号”的首航之旅。
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兵介绍，“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从上
海出发的东北亚航线，未来，还将开辟中
国至东南亚国家的邮轮航线，并适时推
出“海上丝绸之路”等中长航线，打造长、
中、短相结合的多样旅行度假方案。

11 月 3日晚间，我国在文
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又称长征七号改运
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
验卫星十号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本次发射任务中，长征七
号 A运载火箭有哪些新变化与
突破？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命名交付 我国造船业集齐“三颗明珠”

东淀蓄滞洪区抢种忙

天 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