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朔门千年古港
发现南宋福船
原长达20米，已整体打包提取，
进入室内清理脱水加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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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网、中新网报道 日前，国家
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工作会，浙江温州朔门发现古港遗址成为
亮点。目前，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
行补充性发掘，探索古港码头和瓯江岸线
的完整脉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对
此表示，该发现实证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海
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且拥有城市、港口、航
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绝佳阐释。

温州，古称东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自东晋建城伊始，温州就与港口、江海密不
可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市舶管理机构
的设置，温州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港城。

2021年底，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基本

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
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
关建筑遗迹、成组码头、砖铺道路、木质栈
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灰坑等保存较好的
古代遗迹，并发现了沉船两艘。

其中，北宋沉船因台风季节等因素，未
全面揭露。南宋沉船已清理完成，根据结
构分析，这是一艘原长达20米的福船，目
前已整体打包提取，进入室内清理、脱水加
固阶段。

此外，遗址地层与遗迹中还出土了大
量古代遗物，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
民国时期，尤以宋元为主。集中出土的瓷
器残片堆积数量极为庞大，其中，宋元时期
的龙泉窑器占到90%以上，多没有使用痕
迹，当为贸易损耗废弃所致。

方向明表示，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大、遗
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再现了宋元时
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实证了温州港是宋
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

此外，数量庞大的龙泉青瓷产品从温
州入海，走向世界，展现了“天下龙泉”的盛
世场景。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
它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是近
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据介绍，目前，该遗址第一阶段野外发
掘工作基本结束，正与中国国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
学等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多学科研究。

同时，遗址保护规划、遗址公园建设规
划，以及遗址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
系的相关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支持“欧佩克+”减产石油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5日，阿拉伯

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秘书长发表声明说，“欧
佩克+”削减石油产量是在恰当的时间做出的正确
决定，该决定考虑到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本月5日，由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欧佩克产油国
组成的“欧佩克+”机制决定自今年11月起大幅减
产，在8月产量基础上将月度产量日均下调200万
桶。沙特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曾向沙
特方面“建议”推迟实施减产计划，遭到沙特拒绝。
沙特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解决经济挑战需要非政
治性的建设性对话，明智和理性地考虑所有国家的
利益”。

据央视新闻报道 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水位持续缓慢上涨，重回8米线以上。
截至14日早晨 8点，鄱阳湖都昌站水位上涨至
8.07米，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上涨至8.17
米，其余各重要站点水位均突破8米。

当地水文部门分析，受前期降雨和三峡水库向
长江下游补水共同影响，鄱阳湖水位止跌回涨。较
10月4日湖区最低水位6.68米已上涨1米多。

受降雨和三峡水库补水共同影响

鄱阳湖水位重回8米线

鄱阳湖水位止跌回升鄱阳湖水位止跌回升，，图为一列动车组通图为一列动车组通
过鄱阳湖特大桥过鄱阳湖特大桥。（。（图图//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据央视新闻报道 国家医保局10月16
日发布公告，按照《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方案》，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2022
年通过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2022年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进

行了综合评审，目前，专家评审工作已结
束。

各申报企业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fuwu.nhsa.gov.cn)“2022年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申报”模块查询专家评审结
果。评审结果为“拟谈判新增”“拟竞价新
增”“拟谈判续约”“拟简易续约”等。其中，

评审结果为“拟谈判新增”“拟竞价新增”
的，说明该药品被纳入了2022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谈判/竞价范围，获得了谈判/竞
价资格，不代表该药品已纳入2022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

国家医保局此前表示，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分为企业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

谈判竞价等环节。目前，专家评审环节结
束，即将进入谈判竞价环节。只有顺利通
过目录调整的所有环节，才能最终被纳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据悉，如进展顺利，国家医保局将于
11月份公布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明年1
月1日落地执行。

国家邮政局：

三年后邮政快递网点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
据中新网报道 国家邮政局日前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我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下一步工作包括确保到2025年底，全国范围
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
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今年，国家邮政局实施“9917”工程，明确到今年
年底实现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达到
90%，规范包装操作比例达到90%，投放可循环快递
箱(盒)达到1000万个，回收复用瓦楞纸箱7亿个。

截至9月底，全行业采购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
材料和规范包装操作两个比例均达到90%，累计投
放可循环快递箱(盒)978万个，在邮政快递营业揽
投网点布设回收装置12.2万个，回收复用瓦楞纸箱
6.4亿个，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耐盐大豆育种获重大进展

示范亩产超270公斤
据中新网报道 中国耐盐大豆育种研究和示范

推广工作获得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田志喜研究团队成
功选育的耐盐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系“科豆35”，在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的典型盐碱地上采用完
全天然雨养方式进行示范种植，10月15日专家组
通过田间实收测产显示亩产为270公斤以上。

山东东营地处黄河入海口，属于典型滨海盐碱
地。田志喜团队结合盐碱地现实种植条件，在东营
土壤盐度含量5‰的地块上采用完全天然雨养的
种植方式，开展创新性的耐盐碱大豆种质资源筛
选、品种选育与示范等研究工作。

专家组一致认为，“科豆35”具有耐盐高产特
性，是大豆耐盐碱的重要创新性突破成果，将为缓
解中国大豆危机和加速中国盐碱土地资源有效利
用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明年1月落地执行
国家医保局：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专家评审结束，11月公布新版目录

最高能量记录提升近20倍 亮度超以往最亮10倍以上

20多亿光年外产生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

中国天地三“眼”同时捕捉
恒星爆炸

产生伽马射线暴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

爆发现象，首次发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
伽马射线暴短至几毫秒，长达数小时，释
放的能量超过太阳在其一生辐射能量的
总和。持续时间较长的伽马射线暴产生
于比太阳大几十倍的恒星星体坍缩爆
炸，而持续时间较短的伽马射线暴则产
生于两个致密天体(如黑洞或中子星)合
并爆炸，后者还可能伴随发射引力波。

据中新网报道 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高能所)负
责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中国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昵称“拉
索”)、“高能爆发探索者”(HEBS)和

“慧眼”卫星(Insight-HXMT)等三
大科学装置，近日通过天地联合，
同时探测到迄今最亮的编号
GRB 221009A伽马射线暴，打破
了伽马射线暴光子最高能量、最亮
伽马射线等人类观测宇宙中伽马
射线暴的多项纪录。

中科院高能所介绍说，史上
最亮的GRB 221009A伽马射线
暴，于北京时间10月9日21时17
分被该所三大科学装置同时探测
到。本次观测中，“拉索”将伽马
射线暴光子最高能量记录提升近
20倍，在国际上首次打开10万亿
电子伏波段的伽马射线暴观测窗
口，并与“慧眼”卫星和“高能爆发
探索者”观测团队一起，发现这个
宇宙事件比以往人类观测到的最
亮伽马射线暴亮了10倍以上。

得益于中科院高能所近些年
天地一体化观测能力建设的高速
发展，尤其是“拉索”的成功建造

和运行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使中
国首次实现对伽马射线暴的天地
多手段联合观测，并独家实现从
最高的十几万亿电子伏光子(“拉
索”)到百万电子伏伽马射线(“高
能爆发探索者”)和千电子伏X-
射线(“慧眼”卫星)的多谱段精细
测量，跨越9个量级。

高能物理学家认为，这些观
测结果打破了多项伽马射线暴观
测的记录，对于揭示伽马射线暴
的爆发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中科院高能所指出，此次观
测到的GRB 221009A伽马射线
暴，其高强度的爆发发生在距离
地球20多亿光年处，如此近距离
的伽马射线爆发估计几十年甚至
百年才出现一次。在过去半个多
世纪探测到的数千个伽马射线暴
中，最高能量光子达到大约1万亿
电子伏。“拉索”本次以无与伦比
的接收度探测到大量的高能光
子，最高光子能量达到18万亿电
子伏。

GRB 221009A伽马射线暴
发生后，“拉索”实验中科院高能
所团队在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

带领下迅速展开数据分析，在爆
发后不到两天内就通过伽马射线
暴协同观测网(GCN)向国际同行
发布初步观测结果。进一步的数
据分析和科学研究正由“拉索”国
际合作组成员全力开展。中科院
高能所“慧眼”卫星和“高能爆发
探索者”观测运行团队、载荷团队
和数据分析团队，在“慧眼”卫星
首席科学家张双南研究员和“高
能爆发探索者”项目首席科学家
熊少林研究员的带领下，正迅速
投入观测分析，并及时启动机遇
观测。在项目团队密切协作下，

“慧眼”卫星和“高能爆发探索者”
已得到初步分析结果，并通过天
文电报和伽马射线暴协同观测网
向国际同行发布。

中国科学家探测到迄今最亮
伽马射线暴的结果已在国际上引
发巨大反响，大量相关研究迅速
展开，涌现出关于新物理可能性
的许多讨论。同时，这些测量对
宇宙中存在的背景光场等基本物
理参数和模型将做出强烈的限
制，预计会产生重要的认知水平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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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昵称“拉索”)位于四川甘孜稻城，占地面积约1.36平方公里。
（本组图/视觉中国）

我国这三装备
盯紧各种宇宙现象

拉索

“拉索”是以宇宙线观测研究为核心
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中国自主提
出并设计建造的观测站。该观测站位于
四川省稻城县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主
体工程于2021年7月完成建设并投入科
学运行，是目前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超高
能伽马射线天文台，其运行开启了“超高
能伽马天文学”观测时代。捕捉和高统计
量观测伽马射线暴是“拉索”重要科学目
标之一，此次亮度空前的爆发正好发生在

“拉索”视场的中心附近，为完成该项科学
目标奠定了强大的观测基础。

慧眼

“慧眼”卫星是中国第一颗空间X射
线天文卫星，于2017年6月发射运行，是
既可以实现宽波段、大视场X射线巡天
又能够研究黑洞、中子星等高能天体的
短时标光变和宽波段能谱的空间X射线
天文望远镜，同时也是具有高灵敏度的
伽马射线暴全天监视仪。在轨观测5年
多来已在黑洞、中子星、快速射电暴等方
面取得一大批重要原创成果。

高能爆发探索者

“高能爆发探索者”于2022年7月发
射，是中国近期发射的空间新技术试验
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之一，它采用“怀柔
一号”卫星所开创的新型探测技术以及
基于北斗短报文的准实时星地通信方
案，能够迅速下传观测数据。“高能爆发
探索者”目前处于在轨测试阶段，预期将
获得更多重要成果。 据中新网

新华社雅加达10月16日电 16日，随着最后
一榀重达900吨的简支梁稳稳落在雅万高铁24号
桥8号至9号桥墩上，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全线箱
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铺轨通道全面打通，为2023
年6月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雅万高铁全长142公里，共设1号、2号、4号3
座梁场，分段负责全部2558榀箱梁架设任务。1号
梁场和4号梁场分别于6月和9月完成所承担的箱
梁架设任务。2号梁场共承担雅万高铁4号桥至
24号桥474榀箱梁架设任务。施工单位攻坚克
难，按期完成架设任务。

目前，雅万高铁全线2558榀箱梁全部架设完
成，13座隧道全部贯通，路基、车站土建工程完成
量均在92%以上，全线转入无砟轨道板铺设工序。
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
车已于9月1日运抵印尼。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
万隆，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
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
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雅万高铁铺轨通道打通
预计明年6月建成通车

印尼人员参观雅万高铁综合印尼人员参观雅万高铁综合
检测列车检测列车。（。（图图//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龙泉窑瓷器。（图/新华网）

伽马射线暴效果图伽马射线暴效果图（（资料图资料图））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的南宋沉船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的南宋沉船。（。（图图//中新网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