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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我
国今年将发射神舟二十号、神
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目前航
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
相关训练。

这是记者3日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的消
息。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将扎实推进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
任务，为推动科技强国、航
天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其中，工程规划了2次载人飞
行任务和1次货运飞船补给任
务，执行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
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
开展相关训练。2次载人飞行
任务期间，主要任务是实施
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

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
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
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
要活动。

中国空间站建成以来，工
程全线密切协同，先后组织完
成4次载人飞行、3次货运补
给、4次飞船返回任务，5个
航天员乘组、15人次在轨长期
驻留，累计进行了11次航天
员出舱和多次应用载荷出舱，
开展多次舱外维修任务，刷新
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的世
界纪录，完成包括2名港澳载
荷专家在内的第四批预备航天
员选拔、低成本货物运输系统
择优并启动研制、《中国空间
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
（2024年）发布等工作。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运
行稳定、效益发挥良好，已在
轨实施180余项空间科学研究
与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科
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
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多
项开创性成果。

2月28日，中国和巴基斯
坦签署合作协议选拔训练航天
员，迈出了中国选拔训练外籍
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
务的第一步。据介绍，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始
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着眼
面向全人类共享中国发展成
果，主动开放中国空间站合作
机会，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力量。

神舟二十号、二十一号
航天员乘组已选定
正在开展相关训练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
者3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获悉，瞄准2030年前实
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
标，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
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按计划稳步推进。2025 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扎实推进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和载人月球
探测两大任务，为推动科技强

国、航天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

据介绍，目前，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
月月面着陆器、望宇登月服、
探索载人月球车等主要飞行产
品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文昌发射场登月
任务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正
在有序开展研制建设，测控通

信、着陆场等地面系统已完成
总体方案，将陆续开展各项目
建设。

后续，船、器、箭、服等
主要飞行产品将重点开展初样
各项大型试验。为有效提高研
制工作质量与效益，登月任务
将持续推动工程数字化研制转
型。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主要飞行产品将重点开展初样各项大型试验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记
者3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耳鼻喉
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试行）》，将原有价格项目统
一整合为164项，指导各地规
范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格，帮
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得
出”。

在人工耳蜗方面，为配合
人工耳蜗集采政策落地实施，
立项指南设立了“人工耳蜗适
配”“人工耳蜗植入”“人工耳
蜗取出”等项目。其中，“人
工耳蜗植入”将“耳蜗畸形”
作为加收项，鼓励医疗机构为
复杂病例患者提供更加规范的
治疗服务，充分反映复杂医疗
技术价值。对于因感染、磕碰

等原因导致植入体损坏或需取
出的情况，“人工耳蜗取出”
价格项目也提供了明确的收费
依据。

在助听器方面，国家医保
局调研了解到不少老年人因为
助听器异响而放弃使用助听
器。为此，此次立项指南专门
规范“助听装置适配”“骨导
式助听装置植入”“中耳助听
装置植入”“助听植入装置取
出”等价格项目。据悉，国家
医保局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合理
制定价格水平，促进医疗机构
为听力减弱的老年人提供更加
精细的助听装置植入和调试服
务，更好满足不同类型听损老
年人的就医需求。

在喉科方面，随着医疗技

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兴的喉
科技术成为改善喉癌患者生活
质量的关键。如喉全切除术后
辅助发音管植入，是喉全切除
术后重新获得言语功能的重要
方法，目前在国内仍处于推广
阶段。为鼓励项目普及，立项
指南设立“发音装置安装、发
音装置取出/更换”项目，鼓
励医疗机构为发音障碍患者提
供诊疗服务。

据悉，下一步，国家医保
局将指导各省份医保局参考立
项指南，制定全省份统一的价
格基准，由具有价格管理权限
的统筹地区对照全省份价格基
准，上下浮动确定实际执行的
价格水平。

新华社天津 3 月 3 日电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北
京时间3月5日16时7分将迎来
惊蛰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
始。此时节，春意萌动，小草从
土里悄悄钻出，桃花在枝头上恣
意绽放，而鸭子们正试着下河戏
水……大自然开始从冬日醒来，
正要迸发出新活力。

惊蛰，是春季的第三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蛰，“藏
也”，意思是各种虫儿在地下冬
眠，而此时又是什么惊动了它
们呢？春雷。《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解释说：“万物出乎震，震
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
出走矣。”

春雷在召唤，各种虫儿睁开
惺忪的睡眼，钻出洞穴，感受春
光。其实，惊扰虫儿们的并非只
是春雷，还有气温的回升。

惊蛰时节，桃花开始绽
放，吐出芳华，宋代诗人汪藻
形容说“桃花嫣然出篱笑，似
开未开最有情”。桃花不仅是惊
蛰的当令花，也是引得百花盛
开的花信风，惊蛰过后，百花
争艳，姹紫嫣红。

惊蛰时节，仓庚鸣。“仓庚

就是黄鹂，因其美丽的外形和清
脆的鸣叫，深受人们喜爱，俨然
一位春天的使者。”王来华说。

对于黄鹂，古代的文人墨
客多有描绘。柳宗元说：“倦闻
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
鸣。”杨巍说：“春城何处啭黄
鹂，才听忽飞别树枝。”而杜甫
的《绝句》堪称绝唱：“两个黄
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黄鹂的鸣叫与白鹭的身
姿，装点出一幅生机盎然和吉
祥如意的春日画卷。

蛰虫惊醒，天气转暖，我
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田野间处处是繁忙景象。农谚
有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
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颗子’，春耕的脚步从南方开始
响起，并会很快延伸到北方。”
王来华说。

随着惊蛰的到来，一切都欣
欣然张开了眼，大自然开始进入
了一个充满灵动的时节。你是不
是早已醒来，期盼着投身到满目
春景的大自然里？在这充满朝
气、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春日
里，愿每个人都能向上、向美，
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明日16时7分将迎来惊蛰节气

国家医保局印发《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新华社合肥3月3日电 记
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近期该校潘建伟、朱晓波、彭
承志等成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
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
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
速度比目前国际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快千万亿倍，再次打破超
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
录。3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
理评论快报》 发表了这一成
果，审稿人认为其“构建了目
前最高水准的超导量子计算
机”。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
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量
子计算优越性像个门槛，验证
了量子计算机超越传统计算机
的可行性，是量子计算具备应
用价值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
国家量子计算研究实力的体现。

2021年，潘建伟团队成功构
建66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
机“祖冲之二号”，求解量子随机
线路采样问题比当时全球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以上。经
过三年多聚力攻关，他们新研制
的“祖冲之三号”包含105个可读
取比特和182个耦合比特，多项

关键性能指标大幅提升。
经测试，“祖冲之三号”完

成 83比特 32层的随机线路采
样，以目前最优经典算法为比
较标准，计算速度比当前最快
的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也
比2024年10月谷歌公开发表的
最新成果快百万倍，为目前国
际超导体系中最强的量子计算
优越性。

国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量
子计算发展需经历“三步走”：第
一步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第
二步是研制可操纵数百个量子
比特的量子模拟机，解决一些超
级计算机无法胜任、具有重大实
用价值的问题；第三步是大幅提
高量子比特的操纵精度、集成数
量和容错能力，研制可编程的通
用量子计算机。

据悉，“祖冲之三号”科研
团队正在量子纠错、量子纠
缠、量子模拟、量子化学等多
方面加快探索。

“我们正在开展码距为7的
表面码纠错研究，取得进展后
再扩展到9和11，为实现大规
模量子比特的集成和操纵铺平
道路。”朱晓波说。

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
“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
计算速度比当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

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说得出”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