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
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
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
之路。

四代科研工作者、12万多次实验、10
余次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有“人造太
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EAST）屡获重大突破，今年 4 月成
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403秒的新世界纪录，这对探索未来聚变
堆物理基础问题，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
有重要意义。

“人造太阳”是事关人类实现“能源
自由”、探索宇宙奥秘的远大事业。火热
的事业，却起于安静之所——EAST大科
学装置坐落于合肥西郊、远离喧嚣的科
学岛上。50 年来，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心
怀“国之大者”执着攻关，甘坐“冷板
凳”。这个幽静之地，如今已成为国际科
研合作交流的热土，不少海外科研人员
把这里当成“家”。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所谓奋斗，重
在传承。四代科研工作者薪火相传、接
力创新、勇攀高峰，胸怀“聚变能源梦”，
向着人类美好未来勇毅前行。

几代人接续奋斗，一次次冲击梦想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之所以发光
发热，是因为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实现
核聚变的原材料在地球上极丰富，且排
放无污染。如果能造一个“太阳”发电，
人类有望实现能源自由。

“这么好的东西，为何不早点造出
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说，人类研
究核聚变能源（以下简称“聚变能”）已70
余年，“不是我们太笨，是太难！”

温度要达到上亿摄氏度，还要稳定
持续。“地球上，什么东西能长时间装得
下上亿度的‘火球’？”他说，这是全人类
的挑战。

“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需要几代
人坚持不懈、不计名利地做下去。”84 岁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元熙说。

1973年，中科院启动建设“合肥受控
热核反应研究实验站”，随后成立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等离子体
所”）。

万元熙来到科学岛已有50年。来时
这里条件艰苦，茅草一人多高，一下雨螃
蟹、蛤蟆遍地爬，只有零星几个建筑。缺
技术、缺经费、缺保障，万元熙从宿舍骑
自行车到实验室要 1个多小时，他跑了 3
年。

1981 年，华罗庚先生从北京赶到合
肥，为聚变能研究“八号工程”奠基，在

“科学的春天”埋下“太阳”的种子。
“为理想不惜任何代价，不怕任何艰

难。”怀揣爱国心，万元熙、李建刚、万宝

年等“人造太阳”第一代、第二代科研人
员“背着馒头出国学习”，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坐在角落，但如饥似渴学习、不厌其
烦请教。

边研发“太阳”，边实验点亮“太
阳”。他们的实验室常年放着行军床，实
验、分析、调试、拆解、组装、再实验，干到
凌晨乃至通宵是常事。

“军大衣一盖就能睡着，实验喇叭一
响马上就醒。”李建刚说，他与团队 20 年
至少实验失败过5万次。

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摄氏度，从三千
万、五千万到上亿摄氏度，“逐日”攻关取
得系列突破。

去年以来，宋云涛、龚先祖等“人造
太阳”第三代科研人员带领青年团队，历
经 15 个月顽强攻关，最终在 4 月 12 日 21
时达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
403秒的新高度。

“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奋
力攀爬新高度

高 11米、直径 8米，顶端飘扬着五星
红旗……EAST装置形如巨罐，腹中大有
乾坤。

“EAST集成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
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条件。”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
所所长宋云涛说，尖端技术“熔于一炉”，
体现国家综合科技实力。

“为达到超高温，EAST用4种大功率
加热系统，相当于几万台微波炉一起加
热。”等离子体所副研究员王腾说，地球
上最耐热的材料只能承受几千摄氏度，
为承载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科
学家用磁场做“笼子”，达到地球磁场强
度约7万倍。

历经 7 年研发、17 年改造升级，如今
EAST 拥有核心技术 200 多项、专利 2000
余项，上百万个零部件协同工作。

回首40多年前，初代装置HT-6B仅
能实现等离子体运行，在国际上处于“跟
跑”。

路遥而不坠其志。时任所长霍裕平
等人分析发展趋势，判断超导将是未来
关键技术。经费紧张，他们用两火车皮
羽绒服等物资，从国外换回超导实验装
置，重新设计改造成新装置HT-7。

HT-7 运行 18 年取得多项突破，
2003年实现超过1分钟的等离子体放电，
标志着我国实现聚变能研究从跟随到并
进的跃升。

研制 HT-7 后，等离子体所敢为天
下先，提出建设国际首台全超导托卡马
克装置设想，这在国际上尚无先例。那
时宋云涛20多岁，出国求学时提及此事，
他的外国导师直摇头：“中国不可能建
成，你们不具备这个技术。”

“我还没出生时，中国的卫星就已经
上天。我们几代人追这个梦，它一定会
实现。”宋云涛说。

EAST 的成功令人惊叹：2012 年，实
现 411 秒 2000 万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
2016 年，实现 5000 万摄氏度 102 秒等离
子体运行；2017 年，实现 101 秒高约束模
等离子体运行；2021 年，实现 1.2 亿摄氏
度101秒等离子体运行……

今年 4 月 EAST 创造新纪录后，英国
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伊恩·查普曼、美国通
用原子公司副总裁韦恩·所罗门等人发
来贺信说，这个重大成果给国际聚变研
究带来极大信心，证明了“团队奉献精神
和创新工作”。

据了解，EAST国产化率超 90%，80%
的关键设备、材料自主研发，控制、加热、
诊断等技术世界先进。

自立自强、勇攀高峰，一代代科研工
作者的精神内核，支撑起中国“人造太
阳”的强大内核。

合力点亮“太阳”，科技合作跨
洲连洋

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
启动仪式致贺信时指出，科学无国界，创
新无止境。国际科技合作对于应对人类
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2006年签约加入 ITER计划，等
离子体所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重要单
位，先后派驻 100 多人到法国项目现场，
承担导体、电源、总装等采购包任务，以
优异性能通过国际评估，在参与 ITER计
划的国际七方中位居前列。

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彭学兵说，他们

为 ITER做的一个线圈部件，从接到任务
到交付做了7年。“有人说这是冷板凳，但
是我们心里有团火，与等离子体‘火球’
不断‘碰撞’。”

“‘人造太阳’研究，没有哪国能独揽
一切，我们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宋云涛
说，他们已与 45 个国家的 120 余个单位
合作，每年约有500人次的外籍学者前来
交流。

“我来中国已有 30 多次，在 EAST 上
做实验，还会给岛上学生做一些讲座。”
日本国立聚变科学研究所教授森田茂
说。

“很难想象过去20多年，中国的聚变
能研究如此突飞猛进。”ITER 组织副总
干事阿兰·贝库雷，20多年前读博时就曾
来科学岛访问，他非常赞赏中国对聚变
能研究坚定不移的支持。

“‘人造太阳’需要全球科学家历经
多代人的艰辛，合作研究才能成功。”李
建刚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能把人类
梦想、国家需求和科学家兴趣完美结合，
极其幸运！”

距EAST不远处，一个新大科学装置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正在建设。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
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未来瞄准
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堆。

“核聚变研究渐入佳境，接力棒已经
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90后”博士后
李克栋说，作为“人造太阳”团队中的第
四代，他感觉到幸运、责任和机遇。“我们
希望让聚变发电率先在中国实现，第一
盏聚变能源灯在中国点亮！”

（记者徐海涛、胡喆、朱青、陈诺、屈彦）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日前在京会见来访的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巴赫赞赏并感谢中国奥委会
长期以来为全球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的贡献。

高志丹欢迎巴赫在北京冬奥会后首次来
访。他说，感谢国际奥委会和巴赫主席本人长
期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为成功
举办北京冬奥会作出重要贡献；愿进一步深化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国际
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

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为中国体育和中国社
会留下丰富遗产，惠及广大民众，也开启了全球冰
雪运动新时代。考虑到国际奥委会与中国的伙
伴关系，为表达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成功举办北京
冬奥会的高度认可，国际奥委会将向中国奥委会
捐赠其北京冬奥会盈余分成1040万美元，用于支
持北京冬奥遗产利用，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高志丹对此深表感谢。他表示，北京冬奥
会克服新冠疫情挑战取得圆满成功，并实现财
务盈余，是在国际奥委会领导下的国际奥林匹
克大家庭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将为未来
奥运会筹办工作树立良好范例。中国奥委会将
继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奥精神，
管好用好这笔资金，使之真正惠及中国体育事
业，特别是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

新华社日内瓦5月6日电 联合国“在执法
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
制”5日发表新闻公报，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力度
解决执法过程中种族不平等问题。

该机制工作组4月24日至5月5日到访美国
华盛顿、亚特兰大、洛杉矶、芝加哥、明尼阿波利
斯和纽约市。结束访问后，工作组5日发布新闻
公报指出，奴隶制给美国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创
伤，种族歧视渗透到与执法部门的所有接触中。

新闻公报说，在美国一些州，人们往往在校
园里就会遭遇首次种族歧视，包括种族定性、逮
捕、拘留、判刑和剥夺公民权等。“不管从哪个方
面讲，现有数据都表明，这对非洲人后裔产生了
不成比例的影响。”

新闻公报说，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和消除贫
困的循环对非洲人后裔的影响，包括采取基于
人权的应对措施，以解决贫困、无家可归、药物
滥用和精神疾病等问题。

工作组成员胡安·门德斯呼吁美国联邦政府
和国会发挥领导作用，分配联邦资金并设立关于使
用武力的国家标准，并对执法部门过度使用武力的
案件进行联邦刑事调查。另一位成员特蕾西·基齐
呼吁美国联邦当局各个层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比
如增强监督机制等，并对过去和未来执法过程中的
种族不平等行为采取强有力的问责措施。

据悉，工作组已与美国政府分享了此行初
步调查结果，并将最终完成一份报告提交给人
权理事会会议。

联合国“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
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于2021年7月建立，由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任命，旨在为非洲人和非洲裔群体
推进执法过程中实现种族公平与平等的变革。

世界卫生组织 2023 年 5 月 5 日宣
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3 年多前，当地时间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这是世卫组织依照《国际卫生条例》
所能发布的最高级别预警。

新冠大流行迎来转折点。本次决定
主要基于哪些方面考虑？将给我国以及
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新华社记者采
访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中国疾控中
心应急中心副主任施国庆，第一时间作
出解读。

世卫组织决定表明目前可以
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危害

问：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
要基于哪些方面考虑？

梁万年：我认为主要基于几个方面
的考虑。第一，从当前流行态势来看，全
球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住院人数
和 ICU 住院人数、病亡人数都处于持续
下降状态。

第二，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变异，但变
异株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没有发生太大变
化。

第三，全球来看，通过人群的自然感
染和疫苗接种，已经建立比较良好的人
群免疫屏障。

第四，3 年多来，各国加强医疗救助
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包括
人力资源、防护设备、药品等多方面能力
都在加强。

综合这些要素来看，人类抵抗力与
病毒之间已经取得一个较平衡的状态，
也达到了《国际卫生条例》关于结束“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要
求。当然，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并不意味着疫情危害就彻底没
有，而是表明以人类目前的能力，可以有
效控制这种危害。

跨国交通、贸易、旅行等限制
将进一步减少

问：世卫组织这一决定，将在全球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

梁万年：对于跨国交通、贸易、旅行
的一些限制，将进一步减少甚至消除，这
应该是最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交往包
括贸易、旅游、学术交流等，都有望减少
此前因部分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不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对新冠疫
情放任不管。只要疫情危害仍然存在，我
们就还要继续做好相关防控工作，继续和
全球各国紧密团结，共同采取更具针对性
的措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健康。

施国庆：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
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流行的结束，
我们仍处在新冠病毒的一个流行进程
中，还要继续做好相关防控工作。

监测新冠病毒变异情况，不断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问：下一步，我国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梁万年：有几个方面工作还需要继

续坚持。一是坚持有效地监测新冠病毒
变异情况和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
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
系。二是对一些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
继续加强疫苗接种。三是继续强化临床
救治能力特别是重症的救治能力。四是
呼吁大家保持已经养成的一些良好卫生
习惯。

施国庆：我国已经建立了多渠道的
监测预警体系，在城市社区、哨点医院、
重点场所、城市污水等进行监测，不断观
察疫情变化，及时做好风险研判。如果
发现聚集性疫情，立刻启动现场调查。

我们要继续做好监测预警，掌握疫情
流行趋势。同时，要加强健康教育和风险
沟通，科学看待疫情，保持良好心态。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芳、董瑞丰

新华社苏丹苏丹港5月5日电 苏丹武装部
队5日晚间说，已派遣谈判代表前往沙特阿拉伯
讨论人道主义停火。苏丹首都喀土穆当天仍爆
发零星武装冲突。

苏丹武装部队当天发表声明说，苏丹武装
部队的一个代表团将前往吉达，讨论停火有关
细节。在当前情况下，这有助于为苏丹人道主
义援助提供安全保障。

另据报道，快速支援部队也派了代表前往
吉达参加谈判。

目击者说，5 日喀土穆多处遭遇空袭和爆
炸，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国际机场、主干道尼罗河
大道和总统府附近。

苏丹外交部 5 日在一份声明中指责快速支
援部队以卫生机构为攻击目标。声明说，快速
支援部队阻碍民众进入中央药品供应药房，攻
击喀土穆重要部门，特别是卫生部门。此外，声
明还指责快速支援部队将医院用作军营，认为
此举是“对无辜民众的犯罪”。

世界卫生组织 4 日确认，苏丹发生 28 起针
对医疗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导致8名医护工
作人员死亡、18 人受伤。医疗实验室和其他医
疗设施遭 17次袭击。世卫组织强调，在发生暴
力冲突的情况下更要保护医疗卫生体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4 日在联合国网站上发
表声明说，报告显示，苏丹冲突爆发近3周来，苏
丹已有 190 名儿童被杀，另有 1700 名儿童受
伤。为了苏丹儿童的利益，暴力必须停止。儿
基会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
义务，确保儿童不被卷入战火，停止对医疗中
心、学校、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儿童所依赖的其
他基础设施的一切袭击。

联合国难民署 5 日呼吁各国允许逃离苏丹
的平民进入各国领土，不要把他们送回苏丹。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5月4日，约有8.6万人
逃离苏丹，邻国埃及和南苏丹是主要目的地。

埃及外长舒凯里 4 日分别与苏丹冲突双方
领导人通电话，呼吁立即停火，结束流血冲突。
另据埃及外交部最新数据，已有5.6万人从苏丹
逃至埃及躲避冲突。

（参与记者：李芮、段敏夫、王丙飞、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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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国内国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赞 赏 中 国 奥 委 会 为 全 球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作贡献

联合国工作组敦促美国
加大力度解决执法中
种族不平等问题

苏丹武装部队代表
前往沙特讨论停火
联合国说冲突危及医护人员和儿童

接力“逐日”勇攀登
——走近中国“人造太阳”研究团队

这是实验成功后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控制大厅（2023年4
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新华社发（程硕 制图）

新冠大流行迎来转折点，
世卫“新决定”怎么看？

——权威专家详解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