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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深院2026開業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9月18日，深圳市政府舉行 「合作舉
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院協議簽署
儀式」 ，未來深圳將與香港合作，建立
第二家深港合作公立醫院。據悉，醫院
將搭建深港優質醫療衞生資源緊密合作
和國際醫學創新研究平台，為深圳借鑒
國際先進理念，打造更具國際水平的醫
療執業環境、先行先試國際前沿藥品和
醫療技術，加快實現 「病有良醫」 聚集
更多的優質醫療資源，預計於2026年

12月31日前正式開業。

建臨床腫瘤精準醫療中心
未來，醫院將引進香港中文大學優

勢重點學科（專科）和高層次醫學團隊
，按照三級綜合醫院的標準設置診療科
目，規劃建設臨床腫瘤與精準醫療中心
、腦神經血管中心、微創外科中心、消
化系統中心、生殖醫學與胎兒醫學中心
、康復醫學中心、糖尿病及內分泌中心
、全科醫學中心等重點學科。

▲深圳市政府舉行 「合作舉辦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醫院協議簽署儀式」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2019年第二屆進博會裝備展區德國雄克公司展
台，一台5指機械手服務型機器人在進行動作演
示 資料圖片

▲2019年第二屆進博會汽車展區，參觀者體驗本
田公司生產的步行輔助設備 資料圖片

▲參觀者在2019年第二屆進博會上體驗賽車遊
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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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
•即第六代移動通信標準，其傳輸能力可能
比5G提升100倍，網絡延遲也可能從毫秒
降到微秒級，數據的傳輸速率將達到
100GB/秒，甚至高達1TB/秒

潛在用途
•在空間通信、智能交互、全自動交通、醫
療系統、自動化等場景都有極大的潛力

通向

覆蓋範圍廣
•目前地面網絡只
覆蓋陸地面積的
20%、地球表面
的5%，衛星互聯
網可實現全球無
縫覆蓋

建設成本低
•組網成本低，且
隨着研製集成化
、標準化、平台
化技術的持續推
進，未來成本將
持續下降

◀2020年中國航天
大會展出模擬發射
場面

大公報記者
何德花攝

高帶寬
•高通量技術的成
熟提升單星容量
，降低單位帶寬
成本，打開下游
應用藍海

時延媲美5G
•5G典型端到端時
延 為 5-10ms 左
右，低軌衛星，
時延約20ms，相
比傳統高軌衛星
有顯著降低

華研航天運輸 1小時抵全球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科學院院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科技委主任包為民18日說，在全面
提升新一代運載火箭性能水平的基礎上
，中國有可能到2045年實現人／貨1小
時全球抵達（往返地球表面與亞軌道）
，以及地面與地球軌道間、軌道與軌道
間航班化航天運輸。

包為民當天在福州開幕的2020年
中國航天大會上，作題為《航班化航天
運輸系統的發展與思考》的演講。他說

，實現航班化航天運輸目標可分三個研
發階段：2025年前為起步建設階段，
主要任務是突破關鍵技術，形成試驗試
用系統；2035年實現目標初步建成；
到2045年目標全面建成，實現按需發
射。屆時中國的航班化航天運輸將形成
體系化能力和規模化產業，滿足航天重
大任務和商業化運營需求。

這位專家說， 「還有很多技術需要
突破，很多問題需要探討。」 希望航天
界能夠攜起手來，去實現這個目標。

此次中國航天大會以 「弘揚航天精神，擁抱星辰
大海」 為主題，主辦方首次發布了2020年宇航領域的
十大科學問題和技術難題。分別為：外日球層與星際
空間的環境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可重複使用空天飛行
器熱防護材料及壽命預測；核動力航天器及工程應用
；面向空間超大型天線結構的在軌增材製造技術；空
間碎片清除中的核心技術；基於深度強化學習的空間
操控技術；水平起降運載器與組合動力一體化設計技
術；超大型空間光學裝置在軌組裝和維護技術；與
5G/6G技術融合發展的衛星互聯網絡通信技術；航天
器與甚大基線陣協同探測技術。

對於 「可重複使用空天飛行器熱防護材料及壽命
預測」 題目，專家表示，熱防護材料直接決定了可重
複使用空天飛行器的性能和壽命，該技術可能為未來
空天飛行器性能的先進性、可靠性、經濟性提供基礎
保障。

「與5G/6G技術融合發展的衛星互聯網絡通信技
術」 題目也廣受關注。專家表示，天地信息網絡一體
化技術直接影響中國太空架構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
衛星通信與地面移動通信從5G階段開始走向融合，未
來的6G系統將是天地一體化的信息網絡，成為新的經
濟增長點。

先研5G後攻6G 沒有捷徑
除美國外，中國、日本、韓國、芬蘭、瑞典、德

國、英國等傳統通信技術強國都已加入6G技術研發的
行列。2019年11月3日，中國科技部會同發展改革委
、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
委在北京組織召開6G技術研發工作啟動會，正式啟動
第六代移動通信技術研發工作。對於美國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提倡用衛星提
供高速互聯網服務，推出 「星鏈」 項目，分析指，類
似的衛星互聯網可能讓美國的6G部署如虎添翼。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院5G課題組組長胡國慶博士表
示，將來真正商用化的6G網絡必然是以現有5G核心
技術為基礎做深度演進，同時引入太赫茲通信、空天
海地一體化網絡等新興技術。美國 「星鏈」 計劃其實
只能作為5G補充，無法繞過5G，更無法在5G已覆蓋
區域對5G形成競爭威脅。

▲2017年 「中國航天日」 科普宣傳周上，參觀者
了解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記者 何德花福州報道

2020年中國航天大會18日在福建省
福州市召開。大會聚集了中外航天界的
領軍人士，共同研討中國航天發展戰略
布局、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等熱點話題。
聚焦北斗導航、火星探測、載人登月等
熱點話題報告也同時舉行。2020年宇航
領域十大科學問題和技術難題發布，其
中 「與5G/6G技術融合發展的衛星互聯
網絡通信技術 」 廣受關注，專家表示
，衛星通信與地面移動通信從5G階段
開始走向融合，未來的6G系統將是天
地一體化的信息網絡，成為新的經濟增
長點。

中科院太極雙星初探空間引力波

2020年中國航天大會開幕儀
式上，有10人獲頒2019年度中國
航天基金會獎錢學森傑出貢獻獎

、2人獲得2019年度航天重大項目獎。
聚焦北斗導航、火星探測、載人登月等熱點

話題報告也同時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空間引
力波探測「太極計劃」首席科學家吳岳良發表主旨
報告指出，引力波的發現使得人類可探測到基於
電磁波無法觀測到的宇觀尺度和新的天體現象。
空間太極計劃─引力波探測星組是由3顆衛星組

成等邊三角形，在地球繞日軌道發射入軌後位於
偏離地球─太陽方向約18-20度位置進行繞日運
行。吳岳良稱，在中科院戰略性先導專項已實施
的空間引力波探測計劃第一步 「太極一號」 的基
礎上，中科院正按規劃路線圖啟動空間引力波探
測計劃第二步 「太極二號」 雙星計劃。他介紹，
「太極一號」 衛星的成功發射和第一階段在軌測
試任務的順利完成，邁出了中國空間引力波探測
的第一步，也為中國在空間引力波探測領域率先
取得突破奠定了基礎。 記者 何德花

5G融合6G 衛星聯網天地一體
中國航天大會 攻堅十大難題

陳薇：新冠病毒突變對疫苗影響輕微
【大公報訊】記者馬曉芳、張帥

北京報道：中關村論壇全球科學與生
命健康論壇18日在京舉行。科技部部
長王志剛在論壇透露，目前中國已有
11款新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
中4款進入3期臨床試驗。中國工程院
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
究員陳薇在論壇表示，目前新冠病毒
發生的D614G突變對新冠疫苗影響較
小。

王志剛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疫

情，中國聚焦藥物篩選、疫苗研發、
檢測技術等5個重點方向，在短時間內
完成了核酸檢測、抗體檢測試劑和配
套設備研發，並行推進滅活疫苗、腺
病毒載體疫苗、重組蛋白疫苗、核酸
疫苗、減毒流感疫苗等5條技術路線研
發。目前中國已有11款新冠疫苗進入
臨床試驗階段，其中4款進入3期臨床
試驗。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
中國建立的發布新型冠狀病毒信息共
享數據平台，已為100多個國家用戶提

供服務。

鍾南山：疫情今冬明春續發展
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長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專
家組組長鍾南山在視頻演講中表示，
新冠疫情在今冬明春或繼續發展。發
現局部地區疫情，應採取社區層面聯
防聯控、社區全民核酸篩查、追蹤密
切接觸者、隔離核酸陽性的無症狀患
者等方式。他並指出，無症狀感染者

在出現症狀的前5天以及後5天傳染性
最強。可靠的預測模式將對疫情發展
產生重要影響，人工智能系統使醫生
錯誤率大大降低。

國家新冠病毒中心成立
陳薇在論壇主旨演講中指出，目

前新冠病毒發生的突變對新冠疫苗影
響較小。她表示，截至目前，全球有9
個新冠疫苗在進行三期臨床研究。她
並透露，下周將在浙江台州開展更大

規模55歲年長人群的臨床研究。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18日在同一論壇透露，目前中國已成
立國家新冠病毒中心，以更好地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該中心將負責收集病
毒、基因組序列，進行新冠疫情防控
相關的培訓、國際合作、協調全國活動
、制定國家標準等工作。高福說，新
冠肺炎與流感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季
節性。該病毒很早就適應人類，但是
處於休眠狀態，可能無法明確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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