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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近日，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可重复使用运

载火箭，圆满完成二子级动力系统试车。此次二子级动力

系统试车采用YF-102系列真空版YF-102V发动机，标志

着我国商业航天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动机技术上取

得新突破。

可重复使用发动机技术是火箭回收成败的决定性因

素。此次试车任务中，YF-102V发动机完美实现多次起

动、多次点火、入口参数大范围变化及长时间预冷适应能

力的有效考核。目前，该发动机已具备交付条件，预计今

年将首次执行商业飞行任务。

YF-102V 发动机由陕西航天商业发动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航天商发”）抓总研发，应用于低成本中型运载

火箭二子级，具备多次起动和双向摇摆功能，具有性能高、

推质比高、性价比高的优点，可提供低成本大规模进入空

间的能力，兼具经济性和可靠性双重优势。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积极布局商业航天，

研制出 YF-102 系列商业航天液体主发动机。2023 年 4

月，由该院提供的3台85吨级开式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

作为一级动力，推举某商业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创造了多

项国内第一。目前，液氧煤油和液氧甲烷系列发动机已

被多家商业航天公司采用作为其主力液体火箭一级和二

级主发动机。后续，航天商发将进一步加速“迭代”，推

动可重复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在商业航天领域更广

泛地应用。

来源：新华网

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发动机技术有新突破

2024年我国集装箱总产量超过

810 万 标 准 箱 ，较 2023 年 增 长

268.2%，再创历史新高。这是记者19

日在上海开幕的2025集装箱多式联

运亚洲展上了解到的最新数据。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副会长李

军在开幕式上发布《中国集装箱供应

链发展报告（2024）》时说，我国拥有

集装箱全产业链高效集群，具备全供

应链体系、全产品系列、全技术能力

和全面的配套服务体系。其中，国际

标准干货集装箱是集装箱生产的主

力箱型，2024年约占我国集装箱总产

量的91.3%。此外，冷藏集装箱产量

约占我国集装箱总产量的3.8%；铁路

35 吨敞顶箱产量占比约为 0.7%；罐

式集装箱产量占比约为0.6%；其他类

型集装箱产量占比约为3.6%。

报告显示，我国集装箱的产销量

达全球的96%，产能主要分布在长三

角和珠三角地区，以中集集团、上海

寰宇、新华昌集团等为主要供应商。

2025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展吸

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百余家

展商及专家参与，共同关注全球贸

易变化、航运市场走势和集装箱供

应链发展等。展会由中国集装箱行

业协会和英富曼会展集团共同主

办，自2014年在中国创办以来，已成

为集装箱多式联运交流合作的国际

性平台。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是全国唯

一的集装箱行业全产业链的行业

组织，有近 500 家会员，英富曼会展

集团是国际知名会展主办方，双方

合作举办的集装箱多式联运亚洲

展已成为全球同类展会中规模最

大的展会。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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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34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8.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2%；第二产业用电量4624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2.4%；第三产业用电量1420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9.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292亿千瓦时。

1至2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55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两个月电力

消费增速偏低，部分是受到1月全国平均气温偏暖影响，全

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0.1%。

在“两重”“两新”等政策拉动下，部分行业电力消费仍

保持较快增长。1至2月，全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 13.5%；其中，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5G等快速发展带动下，全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25.2%。

1至2月，全国批发和零售业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9.0%；

其中，在电动汽车高速发展带动下，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

量日均同比增长40.1%。

来源：人民网

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6%
近日，国内首款碳—14 核

电池原型机“烛龙一号”发布，

这标志着我国在核能技术领

域与微型核电池领域取得重

要突破。

“烛龙一号”由西北师范大

学和无锡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的科研团队联合研制。从核

心材料研发到换能器件制造，

“烛龙一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研制过程中，团队攻克了

高比活度碳—14源制备和换能

器件能量转换率低、稳定性差等

技术难题。“烛龙一号”具有零下

10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的极端

温度适应性，支持毫瓦级脉冲放

电及能量智能管理，可适配不同

场景需求，还将以绿色低碳属性

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迭代升级。

同时，由于碳—14 的半衰期长

达 5730 年，理论上该核电池拥

有长达数千年的超长寿命。

据介绍，“烛龙一号”具有广

阔产业化前景，在医疗领域，可

为脑机接口、心脏起搏器等植入

式设备提供永久能源；在物联网

领域，可支撑万亿级传感器网

络；在海洋深处、南极北极等极端环境，可作

为无须维护保养的持续供电电池；在宇宙深

空探测领域，可助力深空探测器持续工作。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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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山东莱西的75万余

亩小麦正处于返青期，田间智

能农机正高效运转。植保无

人机借助北斗导航系统实现

精准施药，长臂喷雾机则结合

遥感数据进行科学施肥，而智

慧农业平台则实时监测着土

壤的墒情与作物的长势。作

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当地通过农机智能化改造，全

面覆盖了从播种到管护的全

流程，不仅大幅提升了春管的

效率，还有效减少了农资的消

耗，以科技力量为粮食稳产奠

定了坚实基础。来源：人民网

3月15日，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首

个预制墩台吊装作业圆满完成，重约

3000吨的主线桥梁右幅35号预制墩台与

海上桩基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这标志

着该项目海上主线桥梁进入装配化施工

新阶段，开启项目建设“陆海协同、智能

拼装”快速实施模式。厦金大桥（厦门

段）项目起于厦门本岛，终点设互通接入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同步建设翔安支线，

路线全长 17.34 公里，翔安支线长 2.275

公里。全线共85个墩台（187个构件）在

项目墩台预制厂预制，再拖带至海上施

工现场进行吊装。首次吊装的墩台为刘

五店航道东侧非通航孔桥墩台，长18米、

宽13.8米、高13.4米，重约3000吨。图为

首个预制墩台吊装现场。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