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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南昌12月22日电

2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乐平“5·
24”案原审被告人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
和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再审案进行公
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黄志强、方春平、程发
根、程立和无罪。

4名原审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

2000年5月23日，江西省景德镇市所辖乐平
市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案（即乐平“5·
24”案）。2003年7月7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
和死刑。宣判后，4名被告人提出上诉。2004年1
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裁定，以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景德镇市
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后，于2004年11月18
日做出一审判决，仍判处4名被告人死刑。宣判
后，4名被告人再次提出上诉。2006年5月31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4名被告人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黄志强、方
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提出申诉。2015年7月31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立案审查。
2016年4月2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另行
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因涉及个人隐私，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对该案
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宣告4名原审被告人无罪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第一、二审判
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犯故意
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敲诈勒索罪及原审被告
人程立和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主要依
据4名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及该有罪供述
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根据再审庭审中检
辩双方出示的物证检验报告、法医物证鉴定书等
新证据，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和
再审期间调取的新证据，4名原审被告人的有罪
供述与上述新证据及原审卷宗内其他证据存在无
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4名原审被告
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同时，该案不能排除存
在指供、诱供的可能，4名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的
合法性存疑，且该案缺乏能够认定4名原审被告
人作案的客观证据。因此，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
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
证明标准。原审认定4名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4名原审被告人有罪。
对4名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该案存在刑讯
逼供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出蒋某某、郝某被害案系方
某某所为的意见，因方某某案不属于该案审理范
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亦不予采纳。对4名原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依法改判4名原审
被告人无罪的意见，对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做出公正判决
的意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均予以采纳。据此，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前述再审判决，宣
告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无罪。

再审宣判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夏克勤代表该院向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
立和当面赔礼道歉，并告知有依法申请国家赔
偿的权利。

□据 新华社酒泉12
月22日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获悉，12 月 22 日 3
时 22 分，我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
科学实验卫星（简称
碳卫星）发射升空。
这是我国首颗、全球
第三颗专门用于“看”
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
含量的卫星。

太 空 中 怎 么 能
“ 看 ”到 二 氧 化 碳 ？
“看”到了二氧化碳又
有什么用？这颗卫星
还带了哪些“高精尖”
科技设备？记者采访
相关专家，揭开碳卫
星的神秘面纱。

我国首颗碳卫星发射成功，可监测全球二氧化碳浓度

“千里眼”可“看”颜色识气体
江西高院再审乐平“5·24”案

4名原审被告人
被宣告无罪

“嗅碳”卫星作为人造地球卫
星中专门用于监测地球二氧化碳
浓度的卫星，监测精度可达到百万
分之一。不过，由于技术难度极
高，目前仅有3颗“嗅碳”卫星在太

空中工作，分别是监测大气中二氧
化碳和甲烷等浓度的日本“呼吸”
号、专门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的美国“轨道碳观测者2号”以及
我国新发射的首颗碳卫星。

碳卫星上除了搭载二氧化碳
探测仪，还有另一件“利器”——多
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这台探测
仪可以测量云、大气颗粒物等辅助
信息，为科学家精确反向推算二
氧化碳浓度剔除干扰因素。

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虽
然不是“主角”，但可能带来许多
意想不到的收获。

杨忠东说，多谱段云与气溶胶
探测仪能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可

以帮助气象学家提高天气预报的
准确性，并为研究PM2.5等大气污
染成因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研究人员表示，具体如何监
测雾霾，要等碳卫星传送回第一
份数据后再分析判断。

此外，碳卫星实现全球监测，
是卫星平台频繁调整姿态、“翩翩起
舞”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科研人员
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技术
跨越发展。

掌握全球的二氧化碳分布状
况有什么用？科技部国家遥感中
心总工程师李加洪说，在碳排放
数据上知己知彼，对提升我国在
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话语权具有
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在
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面前，减
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成为必然选择。碳排放的量化
监测是各国最终实现温室气体
减排的重要技术基础，在所有
的碳排放量监测手段中，目前

只有星载高光谱温室气体探测
技术既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浓度进行高精度探测，又能
获取全球各区域的气体浓度分
布数据。

李加洪介绍，我国发射的碳
卫星通过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
验证系统，定期获取全球二氧化
碳分布图，使我国在大气二氧化
碳监测方面跻身国际前列。

“持家先要有账本，这个‘账
本’就是我们自己监测到的碳排
放量。”李加洪说。

从厚厚包裹着地球的大气
层中，识别出二氧化碳，还要画
出一张张“动态图”——碳卫星
需要安上特制的“千里眼”。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搭载了
一台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
氧化碳探测仪。这台探测仪的工
作原理，是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谱
段，利用分子吸收谱线探测二氧
化碳浓度。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
“看”颜色来识别二氧化碳。
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权解
释，太阳光经过空气时，空气
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对许多精
细 的 颜 色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吸
收。通过光学仪器对这些色
彩进行非常精准的测量，可以
反向推算出二氧化碳分子数
量，从而得知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浓度。

碳卫星项目要求大气中二
氧化碳的浓度监测精度优于
4ppm（百万分比浓度），也就是
说，当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变化
超过百万分之四时，“千里眼”就
必须发现。

地面观测点也能搜集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数据，为什么
还要发射卫星？碳卫星工程地
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杨忠东
说，全球二氧化碳地面观测站
点总共仅有数百个，难以满足
监测需求，只有用卫星俯瞰，
才能绘制二氧化碳分布的全
景图。

“碳排放”要有中国数据“千里眼”
“看”颜色识气体

国际“嗅碳”卫星都有谁

“高精尖”未来有望测雾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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