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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4月16日电（记者施雨
岑 刘美子）聚焦武王墩墓考古、出土文物
保护与墓葬保护最新进展，国家文物局
16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武王墩墓是经
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
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

据介绍，武王墩墓现保存有主墓
（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
坑等重要遗迹。考古工作者重点对主
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为一座
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中央
有枋木构筑的“亚字形”椁室，椁室盖
板上发现墨书文字。

国家文物局指导研究团队做好出
土文物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完成椁
盖板、竹席、漆木器等脆弱文物的加固提
取，并在实验室内开展精细化清理和稳
定性保护，同步进行墓葬碳十四测年、木
材树种鉴定、椁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
和纺织品材料检测与工艺研究、墓葬埋
葬环境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

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在“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武王墩墓考
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树立
“大考古”理念，坚持精细化发掘，协调多
学科协同攻关，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保
护，深刻阐释武王墩墓背后蕴含的战国
晚期楚国礼仪制度、手工业和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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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古发掘迄今楚国最高等级墓葬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罗沙
冯家顺）记者16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目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校
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人民法院
2021年至2023年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
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示，对于已
满12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
罪，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
来，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4人，犯
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
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
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
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强调审
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
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
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
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
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
示社会以公道。

最高法：

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
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4月16日，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
考察的“雪龙”号、“雪龙2”号全部返
回上海母港。

翻阅航行日记、数据库、样品箱，
看看考察队都带回了哪些成果。

这是一组定格在中国南极考察史
上的新纪录：

首次由“雪龙”号、“雪龙2”号、
“天惠”轮3船保障实施的南极考察；
历时5个多月，总航程8.1万余海里；
“雪龙2”号创历史纪录地8次穿越“咆
哮西风带”；建设完成中国南极考察站
里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5120平
方米的秦岭站主体建筑；直升机单日
最高吊运物资211吨……

于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之际开
展的这次考察，成果不断、看点颇多。

看一个“新”字：建成一座新站

2月7日，经过52天奋战，我国第
5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建成。

新考察站，新在建筑设计。外观
呈南十字星造型，一体式设计别具一
格；采用高效便捷的模块化安装，模块
化率达到 45%；新能源占比超 60%
等。可以说秦岭站为极地建筑树立了
新标杆。

新考察站，也新在科研价值。罗
斯海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海洋原
始生态系统，历来是南极考察的热门
区域。美国、新西兰、意大利、韩国等
在此纷纷建站，足以窥见其重要性。

展望未来，融新理念、新技术于
一体的秦岭站，将为全球评估南极生
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提供基础支撑，为
了解罗斯海区域自然特征提供重要

保障。

看多个“首次”：探秘“5站5海”

460多人组成的考察队脚步遍布
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
站，宇航员海、阿蒙森海、南极半岛海
域、普里兹湾、罗斯海。

先看看“5站”。考察队完成了5
个考察站度夏调查，取得一批重要进
展和成果。其中，昆仑站首次开展了
近红外天文观测及近地空间环境全时
段监测，为开展全年空天观测提供了
坚实基础。

再说说“5海”。有研究者指出，
我们对这些海域的了解并不比月球
背面多多少。本次考察队围绕气候
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反馈
等前沿科学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特别是布放了我国在极地的首
个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分析南极
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变化潜在
影响。
“极地生态系统评估和海陆空立

体观监测能力全面提升。”考察队领
队、首席科学家张北辰如是总结。

看“国”字号：应用多套国产装备

冰雪大陆上时常能见到“中国智
造”，这次尤其多。

在内陆腹地，测试和应用自主
研发的近红外望远镜、可移动太赫
兹望远镜系统、南极无人值守智慧
能源系统等。在大洋考察中，生态
潜标的主要生态传感器是自主研
发。在秦岭站建设现场，国产机械
设备占比超90%……

看极地科普：连办3场公众开放日

考察船护航科考，也是科普极地
知识的窗口。本航次，“雪龙”号和“雪
龙2”号共计举行了3场公众开放日。
其中“雪龙2”号更是首次到访香港，
一系列科研交流、科普讲座活动，掀起
一场“极地热”。

正如“雪龙2”号访港筹备委员会
主席马逢国所言，原本陌生的“雪龙
2”号和“极地科考”成了香港市民熟悉
的词语，尤其是激发了年轻人对极地
科研的兴趣和热情。

南极万里之遥，考察成果离我们
并不远。

比如，广受关注的南极磷虾。它是
南大洋最大的潜在渔业资源，蛋白质含
量也远高于牛肉和一般鱼类，目前主要
制作成精饲料和虾油。一系列磷虾调
查，能更好地了解和开发磷虾资源。

再比如，海洋中微塑料的危害之一，
是通过食物链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如果
人类食用这些生物，身体健康将受到威
胁。本次考察队南大洋业务化调查项目
之一就是分析海洋中微塑料含量。

此外，气象保障员每天定时记录
气象数据，能够有效丰富数值模式，提
高气象预报准确度；一些设备在极端
环境中测试和应用，相关技术未来可
能出现在你我身边……

8.1万余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
约四圈，“雪龙兄弟”船舱和储存盘里
更多的宝贝，未来的日子将陆续为我
们揭晓。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周圆

（新华社“雪龙2”号4月16日电）

第40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雪龙2”号昨日全部返回上海母港

行程8万海里“雪龙兄弟”带回来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李

恒）2024年4月17日是第36个世界血友病
日。专家指出，儿童期是血友病治疗的黄
金期，患儿应尽早、充足、长期地进行规范
化预防治疗。

据介绍，血友病是一组凝血因子缺乏
导致凝血功能障碍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
也是严重危害健康的出生缺陷疾病。主要
表现为自发性出血或轻度外伤后出血不
止、血肿形成及关节出血。负重关节如膝、
踝关节及肌肉的反复出血可导致关节肿
胀、肌肉坏死，进而引发关节畸形、肌肉萎
缩，甚至肢体残疾。

2023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血友病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
宣传手册显示，血友病与生俱来、伴随终
生，目前尚无成熟的根治方法，治疗上以凝
血因子替代疗法为主，预防损伤后出血，尤
其是颅内出血极为重要。

根据输注凝血因子时机的不同，替代
治疗分为出血后紧急输注凝血因子的按需
治疗和出血前规律输注凝血因子的预防治
疗两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血液二科主任医师吴润晖指出，针对患儿
的预防治疗是出血前有规律地替代治疗，
保证凝血因子维持在一定水平，以预防出
血和关节损伤、降低致残率。

由于血友病属性染色体连锁隐性遗
传，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血友病患者、致病基因携带者及有
血友病孕产史或家族史的夫妇应在孕前到
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遗传咨询及生育
指导，进行基因检测和妊娠风险评估，怀孕
后尽早进行产前诊断，明确胎儿是否携带
血友病致病基因，评估胎儿患病风险。

据悉，我国已将血友病纳入第一批罕
见病目录、儿童血液病救治保障管理和大
病集中救治范围，将相关治疗药物纳入国
家医保目录，并建立完善全国罕见病诊疗
协作网，加强血友病患者的规范诊疗、救治
保障和管理。

今日是第36个世界血友病日

儿童期是血友病
治疗黄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