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遼
首
用
無
人
機
監
測
海
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兩彈一星」
元勳、中國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和航天事業
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國際宇航科學
院院士黃緯祿，於2011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
歲。
黃緯祿於1916年12月18日出生於安徽省蕪湖市，1940

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1943年赴英國實習，
1945年進入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學習無線電專業，獲碩
士學位。1947年回國後，黃緯祿曾在資源委員會無線電
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後，黃緯祿在重工業部電信局上海電工

研究所、通信兵部電信技術研究所任研究員。1957年轉

入國防部五院二分院，先後任國防部五院、七機部任
職。他曾擔任航天部二院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二院
技術總顧問、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型號總
設計師等職。
黃緯祿長期從事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理論與工程實

踐研究工作，對導彈研製過程中重大關鍵技術問題的
解決，大型工程方案的決策、指揮及組織實施發揮了
重要作用。他開創固體戰略導彈先河，奠定了中國火
箭與導彈技術發展的基礎。

首枚潛地導彈總設計師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國涉及導彈技術的眾

多學科和技術領域尚處於空白狀態。黃緯祿主持突破
了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系統的仿製、自行設計等重
要關卡，相繼解決了遠程和多級導彈的多項理論和工
程技術問題，令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提高到新
的水平。
20世紀70至80年代，在沒有任何國外實物和資料可借

鑒的情況下，黃緯祿成功地領導和主持研製出中國第
一枚潛地固體戰略導彈、第一枚陸基機動固體戰略導
彈，並突破中國水下發射技術和固體發動機研製技
術，填補中國固體戰略導彈技術的空白。黃老探索出
的中國固體火箭與導彈發展正確道路，為航天事業作
出卓越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由國家海
洋局組織的專業海洋環境監測隊伍乘「向陽紅09」
監測船28日於青島起航，再次赴日本以東公共海
域實施西太平洋海洋環境放射性監測工作。
據悉，本航次監測工作由國家海洋局第三海洋

研究所牽頭，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和國家海洋技
術中心共同參與。監測隊員共計30餘人，計劃執
行任務35天，總航程約5,000海里。

國家海洋局表示，中國再次在西太平洋公共水域
實施的放射性監測工作，是在首次西太平洋海洋環
境放射性監測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掌握日本福島核洩
漏事故對西太平洋及中國海洋環境的影響，構建西
太平洋海洋環境監測預警體系的重要航次。
事實上，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事故

後，國家海洋局曾於6月16日至7月4日派出專業監
測隊伍進行監測任務。

華船赴日以東海域 再查核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網報道，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首席談判代表蘇偉11
月28日下午在南非德班氣候變化會議現場接受今日中國雜誌社記者提問時表
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就是最大的排放國。
儘管目前中國的年排放量超過了美國，但是蘇偉認為，不能籠統地說中國

就是最大的排放國，而是應該把中國的排放總量放在多種因素裡來考慮，包
括人均、歷史累計的排放、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因為中國的發展階段也與
發達國家不一樣。如果按照人均歷史累計排放，中國還是排得很靠後的。

中方代表：中國人均排放靠後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前往韓國濟州島的遊客史上首次突破800萬人

次。濟州島觀光協會29日發佈有關統計表示，截至28日，訪問濟州島的遊客同比
增加14.7%，共達805.9780萬人次。其中國內遊客同比增加12.9%，達到711.2094萬
人次，海外遊客則同比猛增30.7%，達94.7776萬人次。
訪問濟州島旅遊的遊客中選擇自助遊的遊客劇增，截至10月底，自助遊遊客同

比增加26.2%，達到529.0541萬人次。同期，來訪濟州島的中國遊客達到47.7689萬
人次，同比猛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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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午時分，在6條拖船的協助下，中國航母平台從遼
寧省大連海域駛入航道，向遠海駛去。同第一次航母

出海選在光線昏暗的凌晨不同，航母此次選擇在光照充足的
午間離港。

甲板畫升降標誌線
據中新社報道，經過3個多月的改裝和測試，中國航母平

台再次出海試航，預計此次試航約為一周左右。據遼寧海事
局對外發佈的遼航警0165號公告，11月29日12時至12月5日24
時，一艘編號為「OC30000-1#」船隻，將在遼寧省與山東省
之間的黃海北部海域進行航海試驗，各航船被要求在此時間
內禁止駛入該海域。
內地《法制晚報》援引大連當地軍事愛好者的描述稱，從

外觀看，航母最大的變化是船底和甲板經過了重新塗裝。該
媒體稱，甲板應該是防滑塗料，顏色從淺灰到深灰，並且完
整畫上了飛機起降區域和起飛標誌線，船底則塗上了標準的
海軍紅。新塗裝與現役艦艇顏色同樣，可以基本確定是其服
役後的顏色。
據海軍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尹卓介紹，依照航母建設

的一般規律，此次海試除基礎測試、針對上次試航後修正的問
題進行再測試外，極有可能將重點放在艦載機的海上起降。

檢測艦載機攔阻索
他表示，航母停靠的碼頭周圍環境設施複雜、淨空條件不

足，最為重要的艦載機起降測試，需要在海上完成。該項測
試將檢驗艦面航空設施與艦載機的匹配程度，包括：實地檢
測艦載機「 艦」的輔助裝置—攔阻索是否裝配合適，彈射
裝置是否能夠適應多機種的起飛要求等。
據業內專家向媒體介紹，正式出海前，航母在停靠碼頭的

前提下，需進行高、中、低壓電路檢測，對艦載通訊設備、
雷達等進行檢測，以確保其安全，一些液壓管路也要進行測
試，檢驗是否能正常運轉。
此後，航母將出海進行動力系統測試，檢驗其極速水平、

旋回半徑、制動及慣性數據，這將是其停靠碼頭、改變航向
的重要參數，此外工作人員還將對船體控制動力的信息化機
械設備、故障檢測設備進行測試。

外交部：走和平道路
結束上述基礎測試後，重點將放在艦載機的測試上，除艦

載機起降設施外，相關地勤人員配合及手動設施的性能，亦
在測試範圍。此外，艦載機與艦載機之間的聯絡、導航是否
能將艦載機引導至制定區域，都需要在海試中得到解決。
此外，在被問及中國航母平台第二次出海試航目的時，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記者會上重申，中國堅持走和平
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始終是維護地區和
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昨日再次出海，開展

相關科研試驗，預料試航一周。中國國防

部新聞事務局昨日透露，今年8月「瓦良

格」號順利完成首次出海試驗後，按計劃

返回船廠繼續實施改裝和測試，目前已完

成有關工作。有專家預料，航母二度海試

或將首次配合進行艦載機起降測試。此

外，有內地媒體報道，「瓦良格」號新塗

裝與現役艦艇顏色相同，可以基本確定是

其服役後的顏色。

艦載機或試飛
中國航母

新塗裝與現役艦相同 預料試航一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從11月下旬
開始，遼寧省啟用無人機對海域海島進行試
點監測。截至本月28日，已完成對大連、錦
州、盤錦三市部分海島、沿海區域的監測。
據悉，這也是中國沿海省份首次利用無人機
開展海域監測。
遼寧省海域動態監視監測中心主任方朝輝

表示，通過試點航拍，今後將逐漸覆蓋全省
15餘萬平方公里海域和506個近海海島實施全
面監控，確保海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據
悉，遼寧省海洋與漁業廳已對無人機監測航
拍予以立項，明年有望投資1,000萬元推進這
項工作開展。

無人機機動靈活
「以往對海域和海島的監測，大都通過衛星

拍攝和人工實地測量。」方朝輝說，與前兩種
方式相比，無人機優點明顯。
例如，機動靈活、易於起降、低空大比例

尺製圖、小區域高分辨率，以及遙感數據獲
取效率高等技術優勢，還可針對重點水域、
岸線、海島（礁）等進行重點和大頻次監
測。方朝輝說，今後將在陸地監測基礎上，
逐步實現無人機航空監測、海上執法船監測
三位一體立體監測，特別是對一些難以實地
監測或用海面積較大的區域規劃用海項目進
行有效監控，減少違法違規用海現象的發
生，還將為海洋功能區劃、海岸保護與利用
規劃等提供信息和數據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

道) 中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少

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航

母平台此次出海，應是其建造進程

中「多次調試」中的一次。航母是集

合了最頂級軍事技術的現代化戰爭平

台，具有的龐大的協同系統。「這就

要求，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它必須經

過多次的測試調校。」據介紹，航母的試航肯定不

等於航母已經有了戰鬥力。按照世界大國航母發展

的經驗來看，航母進行試航，一般要經過2至3年的

時間，而擁有戰鬥力一般要有8至10年的時間。

「因為中國是在一片空白中發展自己的航母，經

驗相對欠缺，要組建成最終像美國那樣擁有核動力

航母的戰鬥群，尚有相當大的距離，但相比其它航

母國家，我們擁有的很多頂尖技術優勢是他們所不

具備的」，彭光謙說。

「成軍」比「成器」更艱難
軍事科學院教授王長勤撰文指出，航母乃國之重

器。其之重，既在技術物化的「器物之重」，更在

訓練升華的「效用之重」。故此，一國的航母工

程，既是一個建而「成器」的技術工程，更是一個

訓而「成軍」的人才工程。

他認為，航母訓練中，像航母艦長、艦載機飛行

員這類重點對象，應強調其實操訓練。航母艦長不

僅是航母上所有航海和航空人員的最高指揮員，也

是航母上一切事務的第一決策者。

根據美國的經驗，經過「多重孵化」式培養和篩

選，一名海軍飛行員或海軍空勤軍官要成為合格的

航母艦長，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而艦載機飛行

員，最少需要8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成為能夠獨立

起降，並執行海上作戰訓練任務的基本合格的艦載

機飛行員。

王長勤指出，這一漫長的「成才」時間，與美國

3年左右即可建造一艘航母的「成器」時間，共同

證明了航母「成軍」何其艱難。在 力發展航母建

造的同時，應同步開展相關人才的儲備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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