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国布局低轨卫星 我国首次在轨对多星堆叠发射技术进行验证

“灵犀”耀天！卫星主体框架湖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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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7月23日讯 今天上
午，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
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银河航天
灵犀03星发射升空， 这也是我国首
次在轨对多星堆叠发射技术进行验
证。令湖南人骄傲的是，这款新型卫
星的主体复杂铝合金框架，由湖南企

业———长沙合丰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丰公
司”）生产制造。

“以往一个火箭的整流罩内只能安放一颗或几颗多
面体卫星，而将卫星制造成平板形状后，卫星可在火箭
整流罩内层层堆叠起来同时发射，这将极大提高火箭整
流罩的有效利用空间，降低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而且
这也将成为低轨商业卫星发射的主流方式。” 长沙合丰
公司总经理李正龙说。

李正龙介绍，当前，为抢占太空近轨资源，各国低轨
卫星布局竞争白热化，美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提
出的“星链”计划，将布局4.2万颗卫星。中国银河航天灵
犀03星发射升空，将为我国巨型低轨通信星座的快速部
署提供技术支撑，加速构建面向低成本、批量生产的新
型开放式航天产业生态。

合丰公司创立于2003年，位于长沙湘江新区白箬
铺镇。2012年开始，公司由一个生产耐磨材料的传统

铸造企业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 先后研发和生产
了高铁刹车托盘、高铁牵引电机端盖、现代有轨电车
供电支架及防撞梁等产品。2021年6月， 公司接到银
河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铝合金卫星主体框架
研制任务。

由于该产品具有尺寸大、壁薄、结构复杂、尺寸精
度和性能要求高等特点， 一次整体铸造成型生产难
度大。接受任务后，公司在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等高校的支持下， 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一线技
术工人，进行多次工艺技术研讨分析，对生产工艺和
材质性能进行多次试验和优化， 历经数次试验失
败，最终研发成功。研发过程中，公司对于制造过程
中的关键技术还申请了2项发明专利及多项实用新
型专利。

2022年4月，合丰公司将产品送往银河航天进行最
终检测。在参加该产品评审的几家制造商中，合丰公司
生产的主体框架是唯一通过评审的产品。

7月23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目睹我国首次
在轨对多星堆叠发射技术进行验证、有多年航空航天企
业工作经历的李正龙欣喜之余对记者表示：“这是我从
业30多年来，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一件产品。能为祖国
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感到很自豪。”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云梦刘文韬王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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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日前对《谈判药品续约规则》进行调整
完善并发布，明确建立基本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支
付标准调整规则，对达到8年的谈判药纳入常规目录
管理；对未达8年的谈判药，连续协议期达到或超过4
年的品种以简易方式续约或新增适应症触发降价
的，降幅减半。

本次调整也进一步体现对创新的支持， 增加了对
于按照现行注册管理办法批准的1类化药、1类治疗用生
物制剂，1类和3类中成药，在续约触发降价机制时，可以
申请以重新谈判的方式续约，国家医保局将组织专家按
程序进行测算，谈判续约的降幅可不必高于简易续约规
定的降幅。

此外，对纳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的
药品，如医保基金实际支出超出预算，在2023年和2024
年续约时可不予降价。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完善续约规
则，稳定企业预期，进一步调动企业申请药品进入目
录、为目录内品种追加适应症的积极性，患者的用药
保障水平将得以维持和提升。同时，按照新的规则，
谈判成功的品种单纯因医保基金支出超预算而被剔
出目录的风险降低，更多性价比高的谈判药品得以继
续保留在目录内，有利于降低医保基金支出风险和患者
个人负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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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7月23日讯 绿肥种植年覆
盖80万亩、累计完成12.6万亩池塘生态化改
造、 湖区新建污水收集管网500余公里……
近日，记者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洞庭
湖总磷攻坚已初具成果。

洞庭湖治理取得
“2下降、1改善、2提升”成效

“2021年启动实施洞庭湖总磷攻坚行动
以来，我省围绕洞庭湖总磷综合治理，累计
实施了603个整治项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主要针对农业面源污
染、城乡生活污染、农村人居环境、工业污染
等方面防治。同时，积极完善“一江一湖四
水”联防联治机制，推动形成“上下游同步推
进、干支流同步治理、各领域同步发力”工作
格局。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方面， 湘阴等9个县
是实施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重点地区。通过建设，目前规模化畜禽场粪
污治理设施配套率99.9%以上， 累计完成
12.6万亩池塘生态化改造； 华容县等9个县
市区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绿肥种植
年覆盖80万亩。

此外， 为抓好污水管网建设，2021年以
来新建污水收集管网500余公里， 积极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21年以来累计完成
356个任务村整治。同时，28家省级及以上产
业园区全部建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并实施
污染第三方治理，34家化工企业关闭退出或
异地迁建。重点入河湖排污口排查与溯源全
面开展，控源截污、环境扩容等措施正在分
期分批推进。

目前，洞庭湖治理取得“2下降、1改善、2
提升”的成效。

今年湖区“禁磷限磷”专项行动
将持续深入

数据显示 ，2022年洞庭湖总磷浓度
0.060毫克/升，比2015年下降46.4%；今年上
半年， 总磷浓度继续下降到0.054毫克/升。
2022年，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总磷平均浓度为
0.046毫克/升，较2020年下降7.04%。湖区重
点内湖水质明显改善，其中，黄盖湖、南湖等
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洞庭湖湿地总体生态良
好，并趋于稳定状况。江豚增至162头左右、
麋鹿达到230余头，黑鹳、中华秋沙鸭等珍稀
濒危物种也频繁现身。

据悉，今年，我省新启动实施349个洞庭
湖总磷攻坚项目，湖区“禁磷限磷”专项行动
将持续深入。

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唯一调
蓄长江的通江大湖，洞庭湖不仅是三湘四水
的生态总开关，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
屏障。洞庭湖总磷攻坚涉及方方面面，既要
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湖南省正在着力
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更加秀美富
饶的大湖经济区，为保护长江母亲河作出更
多更大贡献。

■全媒体记者 王普

我省新启动实施349个
洞庭湖总磷攻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