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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赴西太平洋

山东舰航母编队完成远海战备训练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

军事微信公众号5月6日消
息，连日来，山东舰航母编队
赴台岛以东海空域开展远海
战备训练，演练历时近月，编
队于近日返回母港。

此次训练，山东舰航母
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
赴西太平洋海域，参加了环
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
演习，同步开展战斗值班、课
题演练、飞行训练，并在岛链
外与火箭军、陆基航空兵以
及其他水面作战编组开展联
合演练。

其间，编队着眼战场实
际，在远海大洋广域机动、立
体攻防，先后研习联合搜反
潜、联合火力打击、区域制空
作战等多个实际作战场景，
同步带动相关海、空协同兵
力参演，在实案实景中练指
挥调度、验战术战法。

面对外军舰机轮番侦察
试探的复杂局面，编队及时
准确掌握态势，精准高效控
制兵力行动，始终做到积极
应对、稳妥处置，有效提升了
实战能力。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5月5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营造良好校
外培训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学生
及家长合法权益，教育部、中国消
费者协会近日印发通知，于2023
年5月至6月，在全国开展校外培
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

通知提出，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进一步遏制校外培训过高收
费和过度逐利行为；全面预防“退
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有效解
决学生家长合理退费诉求；坚决
防治无资格资质、无质量保证、无
安全保障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
训；整体提升学生家长消费保护
意识，切实维护让人民群众放心、

安心、舒心的校外培训消费环境。
专项行动聚焦六项重点任

务：一是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坚持
校外培训公益属性；二是强化校
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守护学
生及家长缴费安全；三是加快化
解校外培训消费纠纷，有效解决
学生及家长合理退费诉求；四是

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排查，营
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五是加
强消费教育指导，整体提升学生
及家长消费保护意识；六是坚决
查处各类违规培训行为，有效防
治无资格资质、无质量保证、无安
全保障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全国开展校外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

有效解决学生家长合理退费诉求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据新华社电 中核集团5月

5日发布，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
程———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6号
机组通过竣工验收。

验收组一致认为，“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全面建成，
为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主
的三代核电型号标准体系，大幅
提升了我国核电的全球竞争力，

对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华
龙一号”后续批量化建设项目提
供良好借鉴。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华
龙一号”是我国在三十余年核电
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
验的基础上，研发的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
新成果，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示范工程落户福建福清开工
建设。2022年，“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示范工程全面建成。

中核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福清核电5、6号机组在建设过程
中，项目安全、质量、进度、投资全
面受控，在工期和投资方面创造
了全球三代核电首堆最佳业绩。
自投运以来，福清核电5、6号机

组都完整经历了首个燃料循环的
考验，充分证明了“华龙一号”技
术的安全性、先进性、成熟性。

截至目前，“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示范工程两台机组年发电量
2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
标准煤消耗624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1632万吨，植树造林1.4
亿棵，经济社会和环保效应显著。

发明进化透镜技术 能尽早发现基因组有害突变

我国马铃薯有望缩短育种周期
据新华社电 中国农业科

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的
科研团队日前发明了一种进化
透镜技术，能够尽早发现阻碍马
铃薯育种的基因组有害突变，有
望缩短马铃薯育种周期。这一
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4日晚
间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细
胞》。

马铃薯四倍基因组的复杂
性，导致其改良的进程非常缓

慢，具有120年历史的品种至今
仍是市场上的主栽品种，尤其是
自交不亲和以及自交衰退是影
响马铃薯育种进程的两大障碍。
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科研团
队在上述两个领域陆续取得重
要进展，但马铃薯基因组中存在
的有害突变仍然给育种带来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此，科研团队在新一轮研

究中收集了大量茄科物种资源，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100个茄科物
种的基因组进行比较，这些材料
最长进化时间为8000万年，累计
12亿年。通过追踪进化历史的
突变积累及选择结果，科研人员
开发了一种进化透镜技术，鉴定
亿万年未发生改变的进化保守
位点，并开展定量研究，构建了
马铃薯有害突变二维图谱，帮助
人们在育种过程中精确剔除马

铃薯的有害突变，筛选好的育
种材料。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开发
了新的预测模型——— 只需要马
铃薯幼苗期的DNA，科研人员
就可以预测马铃薯育种材料的
产量、株高、薯块等性状，有助于
更好地制定早期育种决策，指导
马铃薯育种材料选择及表型预
测，尽早淘汰不合适的育种材
料，缩短马铃薯育种周期。

我国首条中低速
磁浮盾构隧道贯通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到，6日，在长沙黄花
机场改扩建工程T3航站楼
地下27米处，“磁浮二号”国
产盾构机顺利拆解完成并吊
出，这标志着我国首条采用
盾构法施工的中低速磁浮隧
道顺利贯通。

据承建单位中铁十四局
项目负责人杨令航介绍，这
条磁浮盾构隧道由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建设、中铁十四
局施工，为长沙磁浮东延线
接入长沙黄花机场T3航站
楼区间隧道，全长约2 .85
公里。

清华团队揭开
星系恒星形成之谜
首次观测到星系“循环内流”
清晰图像

据新华社电 大质量星
系的形成演化机制是国际天
文界探究的未解之谜。气体
如何流入星系以及流入的气
体如何驱动恒星形成的整个
过程一直未被充分理解和清
晰揭示。

清华大学天文系研究团
队5月5日在《科学》杂志上在
线发表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历时多年通过全波
段数据探测到了早期宇宙中
星系周围气体进入星系的详
细过程，证实了“循环内流”
是宇宙早期大质量星系形成
的关键，为理解星系“生态系
统”以及星系的形成演化迈
出了重要一步。据悉，这也
是目前已知的国际上首次对
星系的“循环内流”进行直接
清晰成像。

清华大学天文系副教授
蔡峥介绍，团队利用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光学天文望远
镜———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凯
克望远镜，对110亿光年外的
一个巨大的气体星云进行了
观测。团队利用先进的成像
光谱仪成功探测到了星系周
围气体的多种元素辐射，并
进一步估计出气体中重元素
的大尺度空间分布。

研究团队通过光谱和数
值模拟分析发现，这些星系
周围富含重元素的电离气
体，是早先被星系中心的活
动星系核喷射到星系周围再
冷却下来，然后在引力和环
境角动量共同作用下，又重
新回流入星系——— 这样的过
程被称为“循环内流”。进一
步研究表明，这种循环气体
流是朝着星系流入的，可以
促进恒星形成和大质量星系
的发育。

“此次发现对星系如何
与大尺度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提供了清晰的图景，表明‘循
环内流’是驱动宇宙早期大
质量星系形成的重要机制。”
蔡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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