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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遺體告別儀式 七常委送花圈

美韓應跳出「邏輯怪圈」

港科研項目入圍國家太空任務
間接觀測暗物質 專家讚「很有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本報記者從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

科學中心獲悉，香港大學團隊提出的暗物質粒子間接探測計劃，入圍中國空間

科學（亦稱太空科學）任務概念遴選，這也是香港科學家團隊首次通過公開遴選

參與國家空間科學計劃。與港大科學家同時入圍的，還有79個空間科研項目，

涉及空間天文、太陽物理、空間物理、行星科學等眾多前沿領域。對於港大提出

的空間科學任務計劃，相關專家給出「很有競爭力」的評語。未來，經過審慎

嚴謹的選拔後，這些項目可能在今後的空間科學衛星等計劃中得以實現。

李克強下周出訪澳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應澳洲總理
和新西蘭總理邀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將於下周三（22日）至29日對澳洲進
行正式訪問並舉行第五輪中澳總理年度
會晤，並對新西蘭進行正式訪問。

會見沙特國王薩勒曼
另外，李克強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

見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沙特國王薩勒曼。
李克強表示，中國同沙特政治互信基礎牢
固，務實合作成果豐碩。李克強指出，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當前國際經濟政治不確定不穩定性依然
突出的背景下，中方願同包括沙特在內的
各國加強合作，以穩定性應對各種風險挑
戰，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促進發展與
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應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以色列國總理內
塔尼亞胡將於明日至22日對中國進行正
式訪問。
以色列外交部發佈的聲明稱，內塔尼
亞胡此訪的重點將會是以中之間的經貿關

係。雙方還將簽訂經濟、航天、教育、科
研、環保和人員交流等多方面合作協議。
除了五名部長級高官以外，還有約90名
來自以色列各個行業的企業界人士將陪同
內塔尼亞胡訪華，《以色列時報》評價
道，這組成了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
陪同高層出訪的商務代表團。

以國總理明日訪華 最大商務代表團隨行

美國與韓國年度聯合軍演「關鍵決斷」
和「鷂鷹」本月又如期啟動。本次軍演在
規模上號稱近年之最，參演先進武器裝備
水平之高前所未有，在半島局勢愈加複
雜、緊張之際，自然受到國際輿論更多關
注。
美韓以朝鮮核導威脅為由不斷升級對

朝戰爭預案，迷信制裁與施壓，認為靠
施壓和示強可以使自己在博弈中處於有
利地位，唯獨沒有從是否有利於半島和
平穩定與無核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行
為。美韓藉機推進「薩德」反導系統的
部署，並明裡暗裡向中國潑髒水，似乎
是中國沒有盡到阻止朝鮮擁核的責任，
所以朝鮮擁核計劃才走到今天這個地
步，美韓不得不部署「薩德」予以應

對。他們好像忘了，半島核問題的根源
在於美朝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在於南
北長期形成的尖銳對峙。中國是半島無
核化的積極推動者，而非半島核問題的
一部分，更不是核問題的起因。

中方「雙暫停」倡議可行
即使在美韓決意要部署「薩德」之際，

中國依然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為緩和半
島局勢出謀劃策。王毅外長日前在兩會記
者會上公開重申中方的「雙暫停」倡議和
「雙軌並進」思路。這一具有創新意義的
「中國方案」有助於打破半島緊張局勢。
既然美韓與朝鮮之間就「先有雞還是先有
蛋」糾纏不清，那就索性同時暫停核導活
動和大規模軍演，為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

前來創造條件和氣氛，之後將實現半島無
核化及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同步
對等、合理均衡地解決各方關切和要價，
最終找到半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從美韓官方的反應看，他們暫時還沒有

做好接受中方方案的準備，仍然沒有跳出
其固有的「邏輯」，堅持認為朝鮮應在棄
核方面先有積極表示，而且無法信任朝
鮮。實際上，中國建議正是反映了半島問
題主要當事方互不信任、爭相示強的現
實，抓住了目前問題的焦點，也照顧了各
方最緊迫的關切，是一個客觀公正、合情
合理、現實可行的設計。至於美韓輿論認
為，中方之所以打出「雙暫停」倡議，是
要把美國「哄騙」到與朝談判桌上，放棄
在韓部署「薩德」，這種推論顯然不符合

中方在半島問題上的邏輯。
目前，特朗普政府對半島問題政策尚

未成型，韓國處於政局混亂不定時期，
朝鮮也可能處於對美韓觀察期。在拿定
主意之前，美韓的「邏輯怪圈」可能會
繼續發揮激化矛盾的作用。不過，危機
之中有時孕育着機遇。用王毅外長的話
說，擁核不會安全，動武不是出路，復
談還有機會，和平仍有希望。中方提出
的「雙暫停」倡議考驗各方解決問題的
誠意。美韓作為半島上實力地位較強的
一方，更應該
在跳出「邏輯
怪圈」方面顯
示出更大的政
治意願。 ��

國際問題專家 華益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關於「薩德」問題，中方已多
次明確表明反對立場，並指出了其嚴重危
害和後果。中方理解韓方有維護自身安全
的關切，但問題是「薩德」損害地區戰略
平衡，無益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可能使
韓國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更重要的是，
「薩德」系統的探測距離可達2,000公里
以上，監測預警範圍遠遠超出半島，覆蓋
中國大片領土，已經遠遠超出了韓國應對
外來核導威脅的範疇。中方不反對韓國採
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安全，但這種措施不
能建立在損害韓國的友好鄰國中國安全利
益的基礎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共前
總書記胡耀邦的夫人李昭遺體告別儀式昨
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他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均送了花圈。據現場治喪小
組工作人員介紹，告別儀式共發訃告
2,000 份，但最後到場人員要超過 2,000
人。
李昭出生於1921年12月25日，1937年

投身抗日運動，1940年加入中共，1941年
與胡耀邦結為夫妻。李昭生前曾擔任北京
紡織局領導，離休後曾出任北京服裝業協
會會長。3月11日下午李昭在北京因病去

世，享耆壽95歲。

遺體覆蓋中共黨旗
李昭的告別儀式昨日上午10點在北京八

寶山殯儀館大禮堂舉行。現場可看到李昭
的遺體覆蓋中共黨旗，簇擁在鮮花翠柏之
中。遺體四周除了子女孫輩敬獻的花籃
外，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
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中共七常委悉數
敬送了花圈。另外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
胡錦濤等也送了花圈。胡德平、劉湖、胡
德華、李恒等胡耀邦與李昭的子女均在現
場參加告別儀式。

八寶山殯儀館上午已見有數百人在大禮
堂外排隊等候。從李昭家鄉湖南寧鄉縣趕
來的丁玉女士對記者表示：「老人家16歲
就參加革命了，我從網絡上看到消息後就
趕來了，想最後送送她老人家。」言語間
丁玉已淚濕眼眶，聲音哽咽。在告別人群
中，可以看到一群由中老年人組成的隊
伍，他們舉着寫上「悼念李昭阿姨緬懷耀
邦伯伯」的橫幅。隊伍中一位夏姓男士表
示，他們都是小時候一起在團中央大院長
大的夥伴，來了有一百多人。他表示：
「很懷念耀邦伯伯和李阿姨對我們的教
誨」。

中國空間科學任務概念徵集自去年12月1
日啟動，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目前已完成

全部函評和會評工作。來自國家衛生計生委、
航天科技集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哈爾濱
工業大學、香港大學、中國科學院等54家單
位的科技工作者提交應徵建議136份，其中80
個應徵項目通過遴選。

共80項目脫穎而出
據介紹，此次空間科學任務遴選有着嚴格
的審議流程，共有30位院士和專家對這些
項目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函評。經過嚴謹、客
觀、公正的遴選，39家單位的80份科研項
目建議脫穎而出，其中51份來自中國科學
院，25份來自高等院校，4份來自行業部
門。入選任務概念建議瞄準未來在太空中開
展探索和實驗，普遍具有創新思想，其中有
一些已經具有比較完善的任務設計。
入圍的80個應徵項目，涵蓋了空間科學全
部學科領域，包括空間天文18份、太陽物理
10份、空間物理19份、行星科學17份、空間
地球科學10份、微重力科學21份、空間基礎
物理5份、空間生命科學15份和其它領域21
份。

將獲半年研究資助
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向本報透露，香港大學

科學家聯合海外學者提出的計劃，是利用高空
間分辨率、時間分辨率的伽馬射線成像，進行
暗物質粒子的間接探測，以期取得基礎科學領
域原創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內地與香港近年
來航天合作密切，但多集中在工程研製、科普
試驗等方面，此次是香港科學家團隊首次通過
公開遴選的方式入圍國家空間科學計劃。
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對香港科學家的項目入

圍持積極態度。據了解，中國科學院將在空間
科學先導專項（二期）中，對入選的80個項
目進行為期六個月的概念研究資助。研究結束
後，通過遴選的建議將有機會進一步獲得空間
科學先導專項（二期）預先研究項目和背景型
號研究項目的支持，為新的空間科學任務部署
及在基礎科學前沿取得重大原創突破奠定基
礎。
此次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的項目徵集，得到

眾多權威專家支持，未來將實現空間科學任務
概念建議徵集常態化，並在後續概念研究任務
徵集時增加面向空間科學任務的前沿技術類
別。

科學家於20世紀發現
宇宙在不斷膨脹，並推算
出宇宙的年齡、能量密度

和膨脹速度。他們由此推導出宇宙中存在一種
粒子，其引力效應比已知粒子的引力效應大，

這種粒子的存在，促使宇宙能夠進化到目前的
狀態。科學家將這種還未發現的粒子稱為「暗
物質」，據推算，宇宙中有大量「暗物質」存
在，但是目前，人們只能從引力產生的效應感
受它的存在。■資料來源：中科院網站、新浪網

暗物質促宇宙「進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車青島
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昨日發佈消息
稱，該公司於美國當地時間3月16日，在美
國芝加哥舉行建廠動工儀式。總投資一億美
元、佔地275畝的廠區即將拔地而起，這標
誌着中國地鐵出口發達國家最大的訂單正式
啟動生產。廠房建設預計於2018年5月完

工，10月份完成設備安裝，預計11月份投
入使用，年產將不低於168輛地鐵車輛。
中車四方美國公司總經理劉成永介紹

說，除在美國採購的部分部件外，車體總
組焊是在位於青島的中車四方股份公司完
成。通過美國本土採購方式的採購方案，
也將推動美國當地經濟發展。

中車開建芝加哥廠房 料明年5月完工
外交部批「薩德」監測
覆蓋中國大片領土

■李昭遺體告別儀式昨日在北京八寶山殯
儀館舉行。 中通社

■中國空間科學任務概念徵集自去年12月1日啟動，並經30位院士和專家對這些項目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函評。圖為國家空間科學
中心工作現場。 資料圖片

內地與香港近年航天合作項目（部分）
■2007年，四位香港科學家郭新、徐揚生、陳炯林、陳永奇參與探月一期工

程「繞月探測數據應用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和工程學院，與中國航天員訓練中心航天醫學基礎與
應用國家重點實驗室，聯手進行了多年有關失重狀態下航天員生理和心理
變化的大型研究。

■2013年，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團隊研製嫦娥三號探測器相機指向系
統，圓滿完成任務。

■香港中學生設計的「太空養蠶」、「雙擺實驗」、「水膜反應」三項科普
實驗，在2016年神舟十一號飛船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任務中成功完成。

■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團隊研製的嫦娥五號探測器取向系統，即將在今
年內升空，將取回中國人的第一抔月球土壤。

整理：記者 劉凝哲

■外交部指「薩德」系統探測範圍超出韓
國應對核導威脅的範疇。圖為該系統部分
裝備運抵韓國。 資料圖片

■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任吳季
介紹空間科學任務概念徵集。

記者劉凝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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