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攀升，
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封锁与
反封锁、威胁与反威胁几乎一刻也没
有停歇，其中号称藏得深、跑得远、
打得狠、威慑大的核潜艇无疑就是当
前打破封锁、消除威胁，以战止战、
以核制核，防止一家独大，保持国战
略平衡的国之重器，具有定盘星、压
舱石的作用。

核潜艇的分类与作用

以核反应堆为动力来源设计的潜
艇，叫核潜艇，它是潜艇中的一种类
型，主要是因为动力部分的特征来区
分的，其他的潜艇叫常规动力潜艇，
也叫常规潜艇。

核潜艇按照任务与武器装备的不
同，可分为：一是攻击型核潜艇，它
是一种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核潜艇，
用于攻击敌方的水面舰船和水下潜
艇；二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弹道导
弹为主要武器，也装备有自卫用的鱼
雷，用于攻击战略目标，实施战略核
威慑；三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以巡航
导弹为主要武器，用于实施战役、战
术攻击；四是实验用途核潜艇，作为
特殊作战和仪器、装备实验的平台而
使用。

核潜艇的特点

静如僵虫、动如巨鲸、快如闪
电、猛如蛟龙，是人们对核潜艇的生
动比喻。确实像大家形容的那样，核
潜艇能够瞒天过海，常常在奔袭中等
待，突然在沉默中爆发，达到一剑封
喉的目的。

隐蔽性能好、生存能力强。它一

次下潜，可连续3个月藏在海里不用
上浮，噪音小隐蔽性好，可以悄悄接
近敌方的领海或近海海域，也可以在
较远的海域进行巡逻，在当前各种先
进侦察手段层出不穷，空基和陆基导
弹发射装置非常容易被发现和摧毁的
情况下，核潜艇则以其高度的隐身和
机动性，成为难以捉摸的水下导弹发
射场。

续航时间长、航行速度快。核潜
艇在水下能够连续航行 20 万海里，
对目标可突然进行攻击，加之航行的
速度快，因而能及时跟踪追击敌方潜
艇。常规潜艇的速度一般不会超过
20 节，核潜艇则可以达到 30 节的最
高速度，而且可以续航很久。

攻击威力大、战略威慑强。在核
潜艇装备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后，
使它的攻击能力大大增强，不仅能在
水下大显威风，进行反潜作战，而且
能用来攻击敌方陆地上的交通枢纽、
机场、工业中心和重要军事设施等战
略目标，是核威慑的重要工具。战略
核潜艇是空基、陆基、海基三维核打
击的重要一环，就算所有的环节都被
摧毁，但只要还有一艘核潜艇藏在海
里，就会给对方以毁灭性的反击，如
果携载的导弹射程达到10000千米以
上，则可以全球攻击。

核潜艇也存在技术难度大、核安
全性要求、建造费用和维护成本高等
缺点，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英
国、法国、中国、印度 （在建） 等6
个国家公开宣称拥有核潜艇。

核潜艇的发展历程

美国是最早研制和建造核潜艇的

国家。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是美国的
“鹦鹉螺”号，是由美国科学家海曼·
乔治·里科弗积极倡议并研制和建造
的，他被称为“核潜艇之父”。首次试
航，人们再也听不到常规潜艇那种轰隆
隆的噪声，操作人员甚至觉察不出与在
水面上航行有何差别，“鹦鹉螺”号84
小时潜航了 1300 千米，这个航程超过
了以前任何一艘常规潜艇的最大航程
10 倍左右，显示了核潜艇强大的优越
性。1955 年 7 至 8 月，“鹦鹉螺”号和
几艘常规潜艇一起参加反潜舰队演习，
反潜舰队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组成。在
演习中，常规潜艇常常被发现，而核潜
艇则很难被发现，即使被发现，核潜艇
的高速度也可以使之摆脱追击。由于核
潜艇的续航力大，用不着浮出水面，因
而能避免空中袭击；1958 年 8 月，“鹦
鹉螺”号更是从冰层下穿越北冰洋冰
冠，从太平洋驶向大西洋，完成了常规
动力潜艇无法完成的壮举。

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弹道导弹核潜
艇是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它
于 1960 年 7 月首次在水下发射了一枚

“北极星”A1潜地弹道导弹。

我国核潜艇的发展历程

中国核潜艇建设事业是从一穷二白
起家的。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核潜艇
研制，我们自己试！核潜艇一万年也要
搞出来！”一句名言，坚定了中国研制核
潜艇的决心，也树立了中国建设强大海
军的雄心，更是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当时，中国科技人员就是凭着美国公开
的两张核潜艇模糊照片，开始了研制。

中国的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
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是 2019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他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
制领域，被誉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1970年7月，我国的核潜艇陆上模拟堆
正式建成；1970年 12月 26日，第一艘
核潜艇胜利下水；1971年6月，第一次
全艇联合试验开始进行；1974 年，我
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加
入了人民海军的战斗行列，中国从此昂
首进入了核潜艇国家的行列；1981年4
月，中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并于
1983 年正式服役；1988 年 9 月 28 日，
中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取得
成功，在多次有关国家主权的危机中，
作为国家威慑力量的象征，充分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核潜艇研制生
产发展较快，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正在
逐渐赶上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

“深海杀手”核潜艇
臧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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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编织风险“一张图”

5 月 8 日，国新办就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和公报举
行发布会，发布取得的丰硕成果。其
中，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备受
关注。

据介绍，中国气象局完成 1978
年至 2020 年全国范围内的 337 个市、
2764 个县和 86 个特殊区划范围的 10
种气象灾害过程的致灾数据收集分
析，形成了 32 类致灾因子数据，总
计条数664万余条；研制了20余万份
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产品，形成由
5000 多个全国性重大气象灾害历史
事件组成的数据库。

普查成果也在各地气象部门得到
充分利用，进一步提高气象灾害监测
和递进式服务能力。

4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地区
出现多轮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重发。

广东省气象部门基于普查成果，
探索建立精细至乡镇不同历时、不同
风险等级的暴雨致灾临界阈值和极端
强降水重现期数据集，并形成广东暴
雨致灾阈值“一张图”，基本实现短
时极端强降水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风险早研判、早识别、早预警、早
转移。

在广西，依托普查成果，自治区
气象科学研究所分别计算出 1 小时、
3 小时、6 小时、12 小时、24 小时暴
雨致灾面雨量网格化阈值 （空间分辨
率30米），构建精细化暴雨灾害风险
预警系统，实现不同时次、精准到米
级的暴雨灾害风险预警。

近日，百色市应急管理局结合两
小时内洪水淹没风险产品和暴雨灾害
风险预警，迅速识别敬德镇和巴头乡
两个乡镇面临的高洪水风险，组织人
员撤离。

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
筑牢“三道防线”

“防汛是水利部门的天职。前

瞻、及时、精准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信
息是打赢 现 代 化 防 汛 战 的 首 要 环
节。我们坚持‘预’字当先、关口
前移、防线外推，创新提出了加快
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加快构
建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
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
道防线’。”在日前水利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水利部水文司司长林
祚顶表示。

作为水利部测雨雷达建设先行
先试试点，5 月 21 日，大藤峡水利
枢 纽 首 台 测 雨 雷 达 建 成 并 投 入 使
用，有力提升枢纽雨水情监测预报
能 力 ， 为 保 障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水 安
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关键
控制性工程，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大藤峡入库控制站红水河迁
江站、柳江柳州站和洛清江对亭站地
处柳江暴雨中心，地形为山地向丘陵
台地过渡，洪水汇集快、演进复杂，
人口设施密集，建设覆盖该区间的测
雨雷达十分必要。

按照“三道防线”建设规划，
2025 年汛前，大藤峡工程测雨雷达
将全部建成并组网运行，提供更加可
靠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信息，支撑大藤
峡工程科学精准调度，保障枢纽及上
下游防洪安全。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表示，在重要
流域暴雨洪水集中来源区、山洪灾害
易发区以及大型水库工程、重大引调

水工程防洪影响区开展水利测雨雷达建
设应用先行先试，加速完善水文监测站
网。指导北京市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基
本建成永定河官厅山峡现代化雨水情监
测预报体系。

“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水利部门
将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紧
盯暴雨洪水过程，加密测报频次，强化
应急监测，滚动预报预警，确保做好今
年的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测报工作。”林
祚顶说。

数字孪生水利体系 延长预见期

“近年来，水利部秉承‘需求牵
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
力’要求，锚定‘提高精准度，延长
预见期’目标，统筹推进数字孪生流
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建
设，初步构建了具有‘四预’功能的
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在去年的海河

‘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防御，今年
的珠江流域 6 次编号洪水防御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
任钱峰表示。

什么是数字孪生水利？
据介绍，数字孪生水利是充分利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数字
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水
利工程，目标是构建具有“四预”功
能，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数字
孪生水利体系，以提升水利治理管理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钱峰介绍，目前基本建立完备洪水
感知体系。可以专线调度 23 颗公益性
遥感卫星、军民融合卫星影像、2500
架无人机航摄数据、15638个视频级联
级控点位监控信息，并与15.5万个地面
水文报汛站融合构建“天、空、地、
水、工”五位一体监测感知体系，具备
滚动跟踪洪水演进、全方位实时感知洪
水态势的能力。

在预报方面，按照“降雨—产流—
汇流—演进”“流域—干流—支流—断
面”链条要求，强化以流域为单元的短
中长期预报，建成多源空间信息融合的
洪水预报系统，实现由“落地雨”向

“云中雨”预报的转变。
在预警方面，聚焦强降雨过程预

警、卫星雷达短临暴雨预警、洪水干旱
预警、“一省一单”病险水库预警、中
小河流洪水早期预警，动态调整预警阈
值，落实叫应机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
和移动通信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直达防御
一线和受影响区社会公众。

目前已构建全国七大江河重点调度
区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模型 50 个，为开
展水工程联合预演奠定了基础。在防御
今年珠江流域北江特大洪水过程中，为
科学调度飞来峡水库、不启用潖江蓄滞
洪区提供了调度决策依据。

在预案方面，建设了水旱灾害防御
预案管理业务系统，融合了经济社会数
据和水工程联合调度规则库，集成了
43 场大江大河典型洪水案例，为洪水
防御预案优化比选和动态生成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以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
为例，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在洪水防御中
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防洪工程的科学
精细调度，84 座水库拦蓄洪水 32.5 亿
立方米，平均削峰率约为 65%。同时，
通过沿海 4处防潮闸排入渤海洪水 35.8
亿立方米，实现各类水库无垮坝，重要
堤防无决口，减淹城镇 24 个，减淹耕
地 751 万亩，避免了 462.3 万人转移，
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无疑，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使我国在
应对各类水安全风险挑战中，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
展，保障中国水安全，提供科学高效、
精准、安全的决策支持。

“智”守江河安澜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6月1日，我国开始全面进入汛期。在全球持续变暖、厄尔尼诺转拉尼娜等大的气候背景下，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今年主汛期旱涝并发、涝重于旱，暴雨洪水等极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强，致灾影响重。

防汛抗旱，我们准备好了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种新科技成果的逐步应用，为我国防汛抗旱体系提供了更加高效、精
准的安全“护栏”，为防汛抗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硕） 为支持我
国智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高质量发
展，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领先优势，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
规划1亿个11位公众移动通信网号码
专用于车联网业务。

与普通手机用户使用手机SIM卡
联网类似，智能网联汽车依托配置车
联网专用号码的物联网卡连接 4G/
5G 网络，可支持车辆与车企后台进
行数据通信、车内人员日常上网娱乐
以及紧急情况下车内人员救援、道路

救援的语音通信等各种功能，保障用户
安全的同时，带来丰富的用车体验。

当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2023 年我国汽车
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双双突破 3000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
按程序向有关基础电信企业核配车联
网专用号码，不断提升码号资源管理
水平，持续跟踪产业发展态势，适时
补充码号资源，发挥信息通信业赋能
作用。

工信部规划1亿个车联网专用号码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资助
下，复旦大学张梦翰研究团队联合徐
书华教授团队及金力院士团队，系统
整合语言学、群体遗传学和生态学等
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解析了汉语方言
文化的分布规律与扩散历史。

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汉
语方言在全球拥有超过 14 亿的母语
人口，其传播与演化的机制一直是人
类学界与群体遗传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汉语方言的演化历史中，由自然灾
害、经济兴衰等因素驱动的大规模人
群迁徙，以及科举制度、印刷术所促
进的社会学习等因素都在其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此前对汉语方言传播模式
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历史材料的总结，
并辅以遗传学证据为佐证。然而，由
于缺乏对汉语方言演化的定量研究，
以及对于汉族人群中语言差异和群体
遗传差异间的一致性检验，目前尚难
以全面刻画汉族人群语言演化的全貌。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该研究团队

通过对926个方言点的1018个词汇特征
进行量化分析和空间投影，发现汉语方
言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其词
汇差异呈现明显的南北梯度分布，而大
型山川河流作为地理屏障，进一步促进
方言群体之间的分化。长江成为了南北
方言的地理分界线，而秦岭-淮河线则
进一步区分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

为进一步揭示汉族人群人口活动与
方言融合历史，通过贝叶斯祖源构成推
断与融合模式重构，研究团队发现中国
中部地区方言混合较为明显，形成了

“方言熔炉”，其融合方向与汉族历史上
自北向南的大规模迁徙以及“江西填湖
广，湖广填四川”等历史事件有良好的
对应关系。结合公共遗传数据，该研究
进一步对比了中国汉族人群的语言结构
和群体遗传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人群
扩张模式是汉语方言传播与分化的关键
驱动力，并进一步指出文化传播模式和
语言同化在区域方言演变中也同样发挥
了重要作用。 （王硕）

我国学者在汉语方言传播模式
研究领域取得进展

本报讯 （记者 高志民） 2024
年6月3日是中国工程院成立30周年
纪念日，中国工程院建院 30 周年纪
念大会暨“百项工程和百项咨询”成
果发布会当天在北京举行。

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
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
30年前的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
院正式成立。

在迎来“三十而立”之际，中国
工程院经广大院士推选，精选出院士
主导或参与的100项工程科技成果以
及中国工程院 100 项战略咨询研究
成果。其中，《中国工程院与大国工
程》纪念画册将100项具有代表性的
工程科技成果集印成册；《中国工程
院与战略咨询》则梳理建院以来的咨
询研究工作，收录100项对国家重大
决策的形成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对经
济 社 会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的 战 略 咨 询
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院士致辞
表示，30年来，中国工程院团结凝聚
广大院士和工程科技工作者，建设大
国工程、铸就国之重器、建设高端智
库、坚持学术引领，推进中国建造、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重要贡献。

他强调，展望未来，中国工程院
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弘扬

科学家精神，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领
工程科技创新，强化国家高端智库职
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院士介绍
《中国工程院与大国工程》 主要内容
说，大国工程振奋人心方面，“神舟”
飞天、“嫦娥”奔月和三峡工程、南水
北调、中国高铁、青藏铁路、特高压输
电等成功实施。

国之重器成果斐然方面，国产大飞
机展翼长空、超级稻刷新亩产纪录、先
进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成功研制、超
级计算机屡创纪录。

关键领域集智攻关方面，航空航天
关键材料不断取得新突破，先进玻璃材
料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民航新航行
系统全面应用。

民生领域捷报频传方面，饮用水安
全保障工程技术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喝上

“放心水”，污染防治助力美丽中国，重
大新药创制等护佑人民生命健康。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吴曼青院士介绍
《中国工程院与战略咨询》 主要内容
说，30 年来，中国工程院充分发挥广
大院士多学科、跨领域优势，组织开展
一系列“顶天立地”的战略咨询研究，
产生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咨询成果，为推
动中国工程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工程院迎来“三十而立”
发布“百项工程和百项咨询”

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 珠江委供图

6月3日，第六届京津冀石墨烯大会在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举行。大会以“墨
绘未来产业、共创烯材时代”为主题，旨在立足房山区产业基础和多元优势，深
化京津冀前沿新材料领域协同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北京推进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来自京津冀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各省
市石墨烯产业 （技术） 研究院、石墨烯各应用领域产业链的500余名嘉宾齐聚一
堂，分享前沿新材料创新成果，共同开辟前沿新材料产业发展新赛道。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Z 委员讲堂

（作者系全国政协
委员，北部战区某部总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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