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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發射的長征十一號是中國新一代運載
火箭中唯一一型固體型號，具有構型簡

單、快速簡易發射等特點，主要用於1,000公
里以下太陽同步軌道和近地軌道中小型航天器
的單星和多星組合發射。官方介紹指出，作為
發射平台的大型半潛式駁船是由萬噸級巨型貨
輪改造而成，甲板長110米，寬近80米，面積
超過一個標準的足球場。由它改裝成的發射平
台，可以同時容納下火箭、各種保障車輛以及
各種設備。跟陸地上一樣，發射塔架也是必不
可少的。在發射之前，長征十一號會在高達
15.5米的塔架牽引下完成起豎，同時塔架還會
保持整個火箭箭體的穩定。

新技術應對海水波動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長征十一號火箭副總

設計師管洪仁介紹，首先，相比陸基發射台發
射時不會移動，起伏波動的海上平台給發射帶
來了新的技術考驗，為此任務團隊採用了特殊
的瞄準技術和動態條件下的發射技術來應對海
水波動。
其次，對火箭的控制和監測信號在陸基發射

中通過有線通信系統傳輸，而在海射任務中，
只能通過無線傳輸形式來實現，這是中國首個
採用無線測發控技術實施發射的型號。
再次，以往火箭的飛行安全控制需要地面人

員監測和控制，而此次任務是由火箭自身根據

飛行情況，實時自主判斷和實施的，這也是中
國火箭的首次自主安控。

組裝測試流程不可逆
另外，以往長十一火箭要分幾個部分

運往陸基靶場，並在陸基靶場完成組
裝、測試。而山東省海陽港碼頭沒有
專用的火箭測試廠房，因此全箭對
接、衛星對接以及測試工作只能
前移至總裝廠完成，由此帶來了
全新的技術流程和運輸模式。
管洪仁表示：「這是一套

不可逆的流程，是對火箭
的組織管理和質量管控
的嚴峻挑戰，也要求工
作人員嚴慎細實地完
成好每一道工序。
此外，在海上使
用的火箭還必須
適應鹽霧、高
濕、電磁條
件 複 雜 的
海 洋 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據統計，
未來10年中國國內商業小衛星發射需求約
1,700顆，國外商業小衛星發射需求約6,200
顆，不同傾角衛星並存。海上發射，不僅可
有效破解中國陸地發射場難以滿足0度至19
度傾角衛星發射需求的問題，而且可在中國
東部、南部海域選擇發射點，滿足各種傾角
衛星的發射需求，更可服務於「一帶一路」
國家，有效助推中國航天走出國門。

長十一火箭副總指揮
金鑫補充說道，海上發
射可充分利用中國豐富
的民用船舶資源、港口
資源、測控資源，實現
航天技術與海洋工程的
有效融合，不僅可形成
更加經濟、更加高效的

新型發射模式，而且可帶動社會
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海上發射可填
補中國海上發射空白，進一步豐富
中國的航天運輸體系。
長十一火箭總指揮李同玉表示，在此

基礎上，中國將進一步建設專業化的海
上發射母港，滿足星箭對接、測試和技術
準備；建設海上發射專用平台，實現固液
兼容的全球海域發射能力，滿足低緯度地
區衛星組網發射需求，為「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提供更為便利的航天發射服務。
李同玉說道：「許多參與『一帶一

路』倡議的國家都位於赤道附近。未來
我們可以把火箭和發射平台駛到他們
的港口，把他們的衛星安裝在火箭
上、發射到太空，為他們提供便捷
的衛星發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昨日中午12時06分，中國在黃

海海域使用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以「一箭七星」的方式完成海上發射首

秀，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這是中國首次在海上進行航天發射。

擬建專業母港及平台
服務「帶路」國家

A：採取海上發射，靈活選擇發射點，
航落區（航區和殘骸落區）大多為公海，

有效解決航落區安全性問題。此外，海上
發射能夠自由選擇火箭發射的緯度，例如在

臨近赤道的地方發射衛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地球自轉的力量，為火箭省力，進一步提高火

箭的運載能力，有效降低火箭發射和衛星運營成
本。

A：長征十一號火箭是長征系列火箭中唯一使用固體燃料
作為推進劑的火箭。固體燃料就意味燃料可以提前填充

好，並且長期貯存。不用像液體火箭一樣在發射前進行燃料
加注，節省了大量的發射流程。海上發射前，只要把火箭豎起

來，進行地面電纜的連接就可以了。

A：國際上上一次進行海上發射，還是在2014年。由俄羅斯、美國、
烏克蘭、挪威等國共同出資成立的海上發射公司，1995年成立，其間

經過多次重組，自首飛開始至2014年，共執行36次發射任務，其中32
次成功，1次部分成功，3次失敗，成功率為88.89%。因此，儘管此前已

有先例，但是近五年的時間裡，海上發射一直無人問津。

Q：為什麼要發展海上發射？

Q：為何選擇固體燃料火箭？

Q：誰還試過海上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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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
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若干規
定》）。據介紹，《若干規定》突出了修復
生態環境的訴訟目的，首次將「修復生態環
境」作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方式。
《若干規定》共二十三條，對於司法實踐

中亟待明確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受理條
件、證據規則、責任範圍、訴訟銜接、賠償
協議司法確認、強制執行等問題予以規定，
並同時保持了一定的開放性和前瞻性。

明確提起訴訟具體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第三

巡迴法庭庭長江必新介紹：「生態環境損害
賠償訴訟是不同於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普通

環境侵權責任訴訟的一類新的訴訟類型。」
《若干規定》明確了可以提起生態環境損

害賠償訴訟的具體情形。包括發生較大、重
大、特別重大突發環境事件的，在國家和省
級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劃定的重點生態功能
區、禁止開發區發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事
件的，以及發生其他嚴重影響生態環境後果
的情形。
江必新介紹，《若干規定》創新了生態環

境損害賠償責任體系，突出了修復生態環境
的訴訟目的，首次將「修復生態環境」作為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方式。

由省級市地級政府實施修復
同時，《若干規定》明確了責任範圍，根

據生態環境是否能夠修復對損害賠償責任範
圍予以分類規定，明確生態環境能夠修復時

應當承擔修復責任並賠償生態環境服務功能
損失，生態環境不能修復時應當賠償生態環
境功能永久性損害造成的損失，並明確將
「修復效果後評估費用」納入修復費用範
圍。規定賠償資金應當按照法律法規、規章
予以繳納、管理和使用。
根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所涉生態環境損

害巨大、修復工作專業性強、時間長、情況複
雜的特點，《若干規定》還明確生態環境損害
賠償訴訟案件裁判和經司法確認的賠償協議具
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同時，明確執行中涉及的生
態環境修復工作依法由省級、市地級人民政府
及其指定的相關部門、機構組織實施，確保受
損生態環境得到及時有效修復。
江必新強調，各級法院需處理好生態環境

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的關係，防止審判權
「越界」進入行政監管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
報道）由聯合國環境署、中國生態
環境部主辦，以聚焦「空氣污染」
為主題的2019年世界環境日全球主
場活動昨日在浙江杭州舉行。同期
發佈的《中國空氣質量改善報告
（2013-2018 年）》（以下簡稱
《報告》）指出，2013年至2018
年，在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同
時，中國環境空氣質量總體改善，
重點區域明顯好轉。
其中，首批實施新的《環境空氣

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PM2.5平均
濃度比2013年下降42%，二氧化硫
平均濃度下降68%。《大氣污染防
治行動計劃》確定的各項空氣質量
改善目標全面實現。
《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GDP
相比2013年增長39%，能源消費量

和民用汽車保有量分別增長11%和
83%，而多項大氣污染物濃度實現
了大幅下降。
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3個重

點區域PM2.5平均濃度分別比2013
年下降了48%、39%和32%，珠三
角 9個城市的 PM2.5 平均濃度從
2015年起，連續4年達到環境空氣
質量二級標準。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共分為三個等級，一級為最高標
準。
《報告》認為，2013年以來，中

國其它主要大氣污染物氮氧化物和
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下降28%和
26%，酸雨面積也呈逐年減小趨
勢。同時，中國積極履行《巴黎協
定》減排責任，初步扭轉了碳排放
快速增長的局面，對環境改善做出
積極貢獻。

修復生態環境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 內地多項大氣污染物濃度降幅大

■昨日，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在中國黃海海域實
施首次發射，成功發射「一箭七星」。 中新社

■長征十一號
準備海上發
射。網上圖片

■■海上發射塔架海上發射塔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12時 6分，
中國在黃海海域用長

征十一號海射運載火
箭，成功完成「一箭七

星」海上發射技術試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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