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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0月8日电
（记者 陈地）8日晚，备受关
注的 2022 年第 56 届世界乒
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上
演，中国队 3 名队员陈梦、王
曼昱、孙颖莎发挥出色，3∶0
完胜日本队，帮助中国队以八
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夺冠，并实
现世乒赛五连冠。

决赛于当晚 7 点半准时
打响，陈梦首先披挂上阵，面
对日本队选手木原美悠，陈梦
实力明显占优，11∶6、11∶8、
11∶8，陈梦直落三局为中国队
取得“开门红”。

由于日本队另一名将早
田希娜缺阵，因此此役中国队
最大的对手是伊藤美诚，王曼
昱当晚担起阻击伊藤美诚重
任。比赛一开始，伊藤美诚利
用多变的发球、凶猛的正手进
攻和反手弹击给王曼昱制造
了不小麻烦，但韧劲十足的王

曼昱依然依靠自己出色的护
台能力同对手纠缠，二人前两
局比赛十分胶着，战成 1∶1
平。

关键的第三局，伊藤美诚
一度拿到局点。重压之下王
曼昱没有手软，连连得分以
12∶10 拿下关键一局。第四
局，刚刚遭遇逆转的伊藤美诚
显得较为急躁，连续出现无谓
失误，而王曼昱则越发从容，
最终大比分3∶1拿下胜利。

接下来由综合实力更强
的孙颖莎对阵日本队选手长
崎美柚，虽然对手表现不俗，
但未能对孙颖莎构成太大威
胁，最终孙颖莎以 3∶0 获胜，
从而帮助中国队大比分 3∶0
完胜。

至此，中国女队此次成都
世乒赛以八战全胜的骄人战
绩强势夺冠，如愿捧起考比伦
杯，并实现世乒赛五连冠。

中国女队八战全胜
摘得成都世乒赛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黄
垚）继10月2日至6日的寒潮天气后，8日
至10日，又有新一轮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
中东部地区，北方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创
入秋以来新低。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本
轮冷空气对我国北方地区的影响更大，北
方大部地区将出现4℃至8℃降温，局部地
区温度降幅可达 10℃到 12℃。最低气温
0℃线位于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北京北部
至东北地区西部一带，与上次寒潮过程相
比，最低气温0℃线西段位置更偏南。

“8日夜间到10日，北方大部地区将出
现4至6级大风，阵风7至8级。京津冀、河
南北部、山东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局地风力
和历史同期相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特
征。”陈涛说。

监测数据显示，受冷空气影响，8日北
方部分地区风力十足。内蒙古中部、宁夏
北部、山西、河南西部、河北西部、北京西
部、辽宁西部、山东中部等地出现7至9级
阵风、局地10级，河北西南部、河南西部局
地风力突破月极值。

9日至10日，大风天气将继续影响我
国，辽宁、吉林、华北大部、黄淮、江淮等地
将先后出现5至6级偏北风，部分地区阵风
7至9级，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黄淮北部
等地局地可达10级。

降水方面，9日至10日，内蒙古东部、
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东部等地将有小
到中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东部等地局地有
大到暴雪；内蒙古东部平原地区、辽宁、吉
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和东部等地有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关注大风、降
温、雨雪天气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
全，提前关好门窗，谨防高空坠物。

大风降温雨雪天气
将继续影响我国

空间“预警员”

“‘夸父一号’的核心科学目标是
‘一磁两暴’，即太阳磁场，以及太阳上
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
和日冕物质抛射。”“夸父一号”卫星首
席科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
员甘为群说，将利用太阳活动第25周
峰年（预期在2024年到2026年左右）
的契机，观测、研究“一磁两暴”的形
成、相互作用及彼此关联。

甘为群介绍，这样的设计，既是为
了更深入地研究太阳的核心物理现象，
也是为了给人类当好“预警员”。“夸父
一号”依靠多个波段的探测，可以较为
连续地观测、追踪太阳爆发的全过程，
为影响人类航天、导航等高科技活动
的空间灾害性天气预报提供支持。

磁场“侦察家”

磁场被称为太阳物理中的“第一
观测量”，大部分的太阳活动直接受太
阳磁场的支配。

如果把指南针放在太阳上，会出
现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不同区域，指南
针指向不同；即便同一区域，不同时间
指南针的指向也不相同。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太阳磁场远比地球磁场复
杂得多。

“在太阳爆发时，‘夸父一号’上搭
载的全日面矢量磁像仪，每18分钟就
可以对全日面磁场进行一次高精度成
像，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记录下太阳磁
场的变化，进而侦察、破解太阳能量释
放的一系列奥秘。”全日面矢量磁像仪

载荷主任设计师章海鹰说。

观察“多面手”

当我们想象太阳，脑海中总会浮
现出一个黄色的耀眼球体。实际上，
太阳的“面貌”要丰富得多，它会释放
所有波长的光。除了可以被人眼看见
的可见光，还有波长更短的伽马射线、
X射线、紫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红外
线、射电波等。

要看清太阳的“真面目”，需要借
助不同波段的望远镜。“夸父一号”就
是一个观察太阳的多面手，它搭载的
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和太阳硬X射
线成像仪，可以从紫外线、可见光和X
射线波段观测太阳。据介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像是一个精密“复眼”，
可以精准捕捉来自太阳的 X 射线信
息；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可以同时
观测全日面和2.5个太阳半径内的近
日冕处莱曼阿尔法光。

科研“工作狂”

从地球上看，太阳东升西落，大约
只有一半的“露脸”时间。而飞行在约
720公里高的太阳同步晨昏轨道上的

“夸父一号”，全年有96％以上的时间处
于工作状态，是个实打实的“工作狂”。

通常情况下，星上载荷每几秒至
几分钟成像一次，在太阳爆发期，能变
为1秒内成像1次，详细记录下太阳活
动的整个过程。甘为群介绍，“夸父一
号”在全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可以24小
时不间断对日观测。仅仅在每年5月
至 8 月，每天会有短暂时间进入地球

的阴影，“休息”最长的一天也不超过
18分钟。

数据量“大师”

“夸父一号”总重约 859 公斤，在
太阳探测卫星中体型“中等”，但它是
个吞吐数据的“大胃王”。“每天，它将
积累和回传约500GB数据，相当于向
地球发送几万幅太阳的‘高清大图’。”
卫星科学应用系统副总师黄宇说，如
果算上处理和加工，每天产出的数据
将“塞满”一台家用电脑的硬盘，这在
全球的太阳探测卫星中也属于“第一
梯队”。这些数据被接收、还原后，将被
打包发送到位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的卫星数据分析中心。未来 4 年卫星
在轨积累的数据将存储在这里，并由
科研人员“翻译”成为可供科学研究的
图像和资料。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10 月 9 日 7 时 43 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成功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
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10月8日，中国女队成员在夺冠后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
天文台（ASO－S）10月9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启对
太阳的探测之旅。

这位“探秘者”有什么本领？将为人类带回什么信息？记者走
近卫星首席科学家和研制团队，揭开“夸父一号”的五重“身份”。 国内国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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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国家将投放
今年第五批中央猪肉储备 9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期生猪价格持续高位
运行，已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为切实做好
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近日国家将投放
今年第五批中央猪肉储备。

◆十年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年均增长
13.8％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9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10 月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2012年至2021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累计授权发明专利395.3万件，年均增
长13.8％，累计注册商标3556.3万件，年均
增长25.5％。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恢复通车 俄
罗斯通讯社8日援引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
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的话报道说，克里米
亚大桥公路桥已恢复通车。经过全面安检
后，轿车和大巴车可以通行，但载重汽车需
使用渡轮。

◆普京签署命令对克里米亚大桥等设
施加强保护 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局8日发
布的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命令，授权
俄联邦安全局对克里米亚大桥等设施加强
保护。

◆日本今年上半年额外死亡推测人数
为新冠以来最高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等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6
月，日本全国额外死亡人数推测达1.7万人
至4.6万人，为新冠疫情出现以来最高值。

均据新华社

“夸父一号”开启太阳探测之旅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看点解析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张泉 张建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