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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2月 25日电（记者魏
一骏）记者 25 日从娃哈哈集团获悉，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医治无

效，于当日 10时 30 分在杭州逝世，享

年79岁。

1987年，宗庆后带领一个校办企业

的两名退休教师，凭着14万元借款，靠代

销汽水、棒冰起家，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

新、营销创新，创立了“娃哈哈”这一知名

品牌。宗庆后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民营企

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宗庆后是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二、十三、

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还曾获得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改革开放40年

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逝世

截瘫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实现控制光标

2月24日，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

务新飞行器名称公布，新一代载人飞

船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器命名为

“揽月”。它们将与长征十号运载火箭

一起，完成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梦舟”“揽月”飞行器研制进展

如何？如何飞往月球？中国载人登

月如何实现？一起来了解。

记者从热水联合考古队了解到，

2023年热水联合考古队对热水墓群

北一区M37号（俗称“羊圈墓”）进行

精细化考古发掘，经发掘确认，“羊圈

墓”地上陵园形制和2018血渭一号墓

相似，“羊圈墓”规模更大，是目前发现

的热水墓群内陵园规模最大的墓葬。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考古

发现表明，2018血渭一号墓是热水墓

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

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

墓葬之一。

考古专家认为，通过这次新发现，

可以推断“羊圈墓”是热水墓群乃至青

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

清晰的高等级陵园之一，并且是中国

古代陵墓制度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羊圈墓”的发掘，是继2018血渭

一号墓抢救性发掘完成后，根据热水

墓群中长期的考古工作计划开展的主

动发掘项目。“2023年的工作重点是

发掘‘羊圈墓’的地上陵园。”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建华介

绍，经过三个月的清理发掘，目前“羊

圈墓”的地上陵园形制、规模和特点已

基本清晰。

据介绍，“羊圈墓”的陵园平面呈

方形，边长达50米。在陵园的东南发

现附属建筑，其性质可能为祭祀建

筑。2018血渭一号墓的祭祀建筑位

于东北角，“羊圈墓”的祭祀建筑位于

东南角；2018血渭一号墓发现两座房

址，“羊圈墓”发现三座房址，其中规模

最大的房址在陵园东墙内侧。

此外，考古队员在最大的房址发

现方形砖砌祭台。专家表示，砖砌祭

台属热水墓群中的首次发现，祭台中

发现大量砖块。通过陵园及祭祀建筑

的规模、数量等线索推测，这个墓葬的

规格、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要高于2018

血渭一号墓。

韩建华介绍，2023年热水墓群考

古工作的亮点是在多学科合作基础上

使用了激光雷达扫描、高精度DEM

（数字高程模型）、三维扫描等新技

术。“我们通过激光雷达，对热水墓群

南北两岸无缝隙扫描，新发现了一些

遗址和墓葬。”韩建华说，这项工作可

以为下一步确定热水墓群的墓葬数量

和保护范围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2021年4月，2018血渭一号墓入

选“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同年10月，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据新华社记者：白玛央措、耿辉凰）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侠
克、魏梦佳）在患者聚精会神注视下，一个

红色小球向着屏幕另一端的蓝色小球缓

慢移动、接近、重合——这不是科幻电影

中的场面。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贾旺教授团队联合清

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利用微创脑机接口

技术首次成功帮助高位截瘫患者实现意

念控制光标移动，这意味着我国在脑机接

口领域取得新突破。

患者是一名35岁的青年男性，5年前

因意外事故导致颈椎高位截瘫，完全失去

自理能力。去年12月19日，由贾旺团队

为患者成功实施微创无线脑机接口植入

手术，将微型脑机接口处理器植入患者颅

骨中，并成功采集到脑膜外的感觉运动脑

区神经信号。术后第10天患者顺利出院。

贾旺介绍，患者居家后，研究团队通

过远程指导，对其进行无线脑机接口辅助

康复训练。系统通过体外机隔着患者头

皮为体内机无线供电，实现神经电生理数

据传输，并把脑电信号翻译成外部设备的

控制指令。经过近两个月康复训练，患者

不但可通过意念活动驱动气动手套抓握

水瓶，还可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红球‘追’上蓝球，看似简单的动作

意味着患者与科技电子产品通过脑机接

口实现交互。”贾旺说，能实现这样的功

能，得益于电极的精准定位植入以及神经

电生理信号的高效传输和准确解码。

洪波介绍，目前团队正不断优化脑机

接口解码算法，计划帮助患者实现通过意

念活动控制电子书翻页、光标点击确认

等，增强患者与电子设备的交互能力。“微

创无线脑机接口的成功植入及意念控制

光标的实现，有望为高位截瘫等神经功能

障碍患者提供全新的康复治疗方向，为患

者恢复生理功能带来新的希望。”

脑机接口是指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

部设备之间创建的连接通路，通过记录和

解读大脑信号，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

换。此前，该微创无线脑机接口技术在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功让一位四肢截

瘫患者实现自主抓握等脑控功能。

“梦舟”“揽月”有何技能？

航天员如何登月？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发现

目前陵园规模最大墓葬

揭秘 发现

飞行器研制进展如何？

按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

载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

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

人飞船、“揽月”着陆器和登月服等主要

飞行器已完成方案阶段的各项研制工

作，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

在未来的载人登月探测任务中的

一系列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大量沿用

了空间站已经验证过的技术和产品体

系。目前，空间站多次开展的快速交会

对接与出舱活动，为我国载人登月关键

技术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储备。

中国航天员将怎样登月？

●采用两枚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先

后将“揽月”着陆器、“梦舟”飞船送至地

月转移轨道；

●两个飞行器在环月轨道进行交

会对接，航天员进入着陆器，并由着陆

器将航天员送上月面，航天员在月面按

计划开展科学考察和样品采集；

●完成既定任务后，航天员乘坐

“揽月”着陆器上升到环月轨道，两个飞

行器再次交会对接，航天员将月球样品

转移到飞船，飞船由月地转移轨道返回

地球。 （文图据央视新闻公众号）

是在神舟飞船基础上全面升级研

制的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由返

回舱和服务舱组成：

主要用于我国载人月球探测任

务，登月任务可搭载3名航天员往返地

面与环月轨道，近地轨道飞行任务可

搭载7名航天员往返地面与空间站。

有什么本领？

是我国全新研制的地外天体载

人下降与上升飞行器，由登月舱和推

进舱组成：

主要用于环月轨道和月球表面间

的航天员运输，可搭载2名航天员往

返，并可携带月球车和科学载荷，是航

天员登陆月球后的月面生活中心。

“梦舟”飞船

“揽月”着陆器

梦舟飞船示意图。 这是都兰热水墓群北区的部分发掘区域。（热水联合考古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