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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作为我国空间站“三室两厅”的重要一

室，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

究，舱内配置了生命生态、生物技术和变重

力科学实验柜。其中，百分百“上海研制”

的生命生态、生物技术科学实验系统将在未

来十年承担起问天实验舱空间生命科学实验

的重任。

这两台实验柜在轨运行后，植物种子、

幼苗、斑马鱼等动植物和实验细胞等，将开

启“太空求生实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的研制团队透露，两台实验柜可

根据地面指令自动供氧供水，并与其他实验

柜开展协同实验，在轨十年“服役”期间还可

不断升级，可谓功能强大。

营造百变生态，“小鱼缸”
摸索太空生存参数

“生物技术实验柜可同时支持72个实验

单元、36种实验。”上海技物所空间生命科学

仪器研制团队负责人张涛研究员介绍，由于

目前我国空间站上的实验需依靠航天员进

行操作，在专业的生物学家进驻空间站之

前，要使实验操作简单、方便。问天实验舱

中配置的这两个实验系统自动、可控、可更

换，可减轻航天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

生命生态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师、上

海技物所研究员郑伟波介绍他们将在生命

生态实验中搭建起一个由藻类、水草和斑马

鱼组成的极简版小型水生生态系统，形成物

质、能量的闭环循环。“这个小鱼缸内外布满

了各种特制的传感器，科学家将由此摸索相

关生态参数，为未来深空探测、月球及火星

基地建立生态循环系统提供数据支持。”

打造“酒店式细胞公寓”，
为航天员减轻劳动强度

在问天实验舱内，生物技术实验柜算得

上一栋“细胞公寓”，几十间“精装修”的实验

单元，可完成从蛋白质、细胞，到组织、器官

的多种实验。

“人类已经无法回到几十亿年前去追溯

生命种子产生的‘地外起源’环境，但微重

力、强辐射的空间站环境，恰好为人类提供

了一个原始地球的类似环境。”上海技物所

电子学工程师丁昆说，这些前沿实验对空间

科学仪器提出了特殊要求。比如，动物细胞

没有细胞壁，不像植物细胞那样“坚强”，在

空间实验中需要更多呵护；当多种实验溶液

混合时，一定不能有气泡，不然就会对电化

学传感器的信号采集有较强影响。

研究团队在“细胞公寓”中精心安排了

“酒店式服务”，无需劳烦航天员，就能对每个

“房间”进行环境保障、精细观察、场景检测

等操作。上海技物所结构工程师张寅告诉

记者，航天员只需在实验前放入样品，实验

结束后取出样品，在轨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为了能精细观察“细胞公寓”中36个实

验单元中的“住户”，科研人员特地将一些地

面实验室中体积较大的显微镜设计成“迷你

版”复合型显微镜，装入实验柜中。

负责光学显微系统的生物技术科学实

验系统副主任设计师、上海技物所副研究员

孙浩透露，航天员只需为这些显微镜更换镜

头和滤镜，它们就能自动巡检、对焦，找到细

胞位置，并记录下一个个珍贵而关键的实验

瞬间，其技术指标与国际空间站的商用设备

相当，但功能更强大，耗能也更少。

种植物、养动物、育细胞，问天实验舱将主要开展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生物“太空求生实验”凝结无数“上海智慧”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上接第一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教授结合

临床观察强调，接种新冠疫苗，除了

能预防感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

是防止重症化——这点对老年人群

而言尤其重要。

这一临床观察在数据上也获得

验证。据中国疾控中心对今年以来

主要是3-6月份内地发生的奥密克

戎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疫苗接种史

数据分析显示，对于完成全程接种

和加强接种的18-59岁的感染者，

由无症状感染、轻型、普通型发展成

为 重 症 的 风 险 分 别 降 低 91%和

94%；对于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接

种的60岁以上感染者，由普通型及

以下发展成为重症的风险较未接种

疫苗感染者分别降低89%和95%。

在7月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

康委有关专家也强调，从境内、境外

数据看，老年人患基础性疾病的比例

较高，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不管是早

期的毒株，还是现在流行的奥密克戎

毒株，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很

高。老年人群还不同于年轻人，老年

人的免疫功能相对弱一些，需要接种

加强针才能获得最佳保护效果。

慢性病并非接种新冠
疫苗绝对禁忌

有的老年人或许会问，自己平

日里“闭门不出”，还有必要接种疫

苗吗？对此，闻玉梅笑言，这并非很

理智的说法。一方面，她鼓励老年

人有能力的，要常出去走走，动动腿

脚接地气。另一方面，她谈到，即便

老人自己不出门，也无法回避子女

探望、亲戚走动。总之，人与外界的

接触是免不了的，只要有接触，就有

被感染的风险。还有老人咨询，自

己有慢性基础疾病，能不能接种

呢？对此，贾伟平表示，当前，老人

合并多重慢性疾病的情况其实很普

遍，血糖、血脂、血压异常经常在老

年朋友身上同时存在，她建议老年

朋友有这种情况的可以咨询专业医

生，慢性病并非接种新冠疫苗的绝

对禁忌，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

果疾病处于稳定期，有条件的，抓紧

时间预约接种。

对于不少已接种新冠疫苗的老

年朋友，医学专家推荐完成第三针，

加强免疫。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

发展中心主任郑忠伟介绍，新冠病

毒疫苗大规模使用以来的真实世界

研究表明，国内外现有疫苗完成全

程基础免疫后，随着时间的延长、病

毒的不断变异，对感染、发病、重症、

死亡的保护效果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但进行加强接种后，无论同源加

强接种还是序贯加强接种，都能大

幅度提高保护效果，对预防发病、重

症和死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因

此，加强针的接种是非常必要的。

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

哪一个更好一些？专家解析，不能

简单地一概而论。无论同源加强接

种还是序贯加强接种，对预防发病、

重症和死亡的保护效果都是相当显

著的。无论采取同源加强还是序贯

加强都是可以的，希望大家都能积

极进行加强接种。

老年人为什么要抓紧接种新冠疫苗？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

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具备近地轨道25

吨的运载能力。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造工程的“运载专

列”，长五B火箭主要用于空间站舱段等

近地轨道大型航天器发射任务。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承担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助推器的研制工作。

在此次任务中，“胖五”凭借它强大推

力、精准入轨的优异表现，成功将重达23

吨的问天实验舱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胖

五”成功托举的背后，合抱在芯级上的“四

大力士”——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功不

可没。据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副总指挥

鲍国苗介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

研制的4个助推器为“胖五”提供了90%

以上的起飞推力。每个助推器五脏俱全，

相当于一枚单级运载火箭。

助推器需要完成三大任务，形象地说

就是“撑得住、点得着、分得开”。

“撑得住”就是指全箭竖立发射是靠

助推器支撑，助推器就像是“胖五”的

“四条腿”，牢牢“站”在发射台上；起

飞后的“胖五”主要靠助推器的发动机

产生强大推力，并通过前捆绑主传力将

推力传递到芯级，此时的4个助推更像

是肩扛起芯级的“大力士”，推动“胖

五”克服重力飞起来。“点得着”就是

指助推器采用的增压输送系统为液氧煤

油发动机提供了射前重要的点火条件。

发动机入口压力和推进剂温度，可确保

发动机能够点得着火，在飞行中正常工

作，在助推器飞行段为“胖五”提供稳

定的推力。“分得开”就是指当助推器

贮箱携带的推进剂耗尽后，芯级控制系

统下达分离指令，助推器上的分离火箭

能够正常工作，芯级与助推器之间的前

后捆绑连接结构能够可靠解锁，实现助

推器与芯级的安全分离。

“四大力士”助“胖五”托举重器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7月24日14时22分，中国空间站

问天实验舱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

道，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并向全体参研参试

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现场指导问天实验舱发射。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的还有：刘鹤、张又

侠、魏凤和，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

务。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

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

出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

对空间站进行管理。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核心舱组合

体进行交会对接，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

韩正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昨天下午，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

“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

火箭将当今世界最大单体载人航天器问天

实验舱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长五B火箭是目前我国近地轨道运

载能力最大的火箭，主要用于空间站舱段

等近地轨道大型航天器发射任务。本次

任务中，长五B火箭实施“零窗口”发射，

这也是我国首次进行大推力火箭“零窗

口”发射。

准时：“零窗口”下挤出
2.5分钟极窄窗口

火箭院长五B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刘秉介绍：“问天实验舱需要与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进行快速交会对接。因此，必须在

规定时间分秒不差地发射，否则将无法到

达指定位置，需要耗费巨大代价调整轨道，

甚至导致发射终止。那就需要等待下一个

发射窗口重新组织发射，严重影响任务周

期。”为此，长五B火箭执行“零窗口”发射。

长五B火箭是低温火箭，面临着低温推

进剂加注问题和复杂的发射射前流程，实

施“零窗口”发射相比常温火箭难度大得

多。为保证准时发射，型号队伍对射前负

10分钟的发射流程进行了优化。将各系统

耦合性高的工作由“串联”变为“并联”，符

合条件的流程同步进行，在火箭发射前挤

出了2.5分钟的预留时间。也就是说，距离

发射2.5分钟时，火箭已完成各项准备工

作，具备了点火发射能力，随时可发射。即

使点火前突发故障，发射团队也可在这两

分半钟的极窄窗口迅速决策，进行处置。

精确：一颗依据环境自
动寻筐的篮球

准时点火只是开始，精准入轨才是成

功。刘秉介绍，为克服地球自转影响，长五

B火箭采用起飞偏差自动修正技术。火箭

最迟可推延2.5分钟发射，在0到2.5分钟这

个时间段内的任一时间点发射，火箭都可

以在飞行过程中自动修正因推迟发射导致

的飞行偏差，将实验舱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具体来看，在点火后，火箭依靠先进的

制导技术不断调整弹道，直奔空间站。好比

一颗投出去的篮球，能按照篮筐位置、球场

风速、气流和温度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

前进轨迹，直奔篮筐而去。这听上去有点像

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只是长五B火箭这辆“汽

车”重达数百吨、时速不可估量。

安全：让空间站舱段舒
舒服服到达预定轨道

身为长征火箭家族中的“大力士”，长

五B火箭不只有蛮力，它特有的大推力直接

入轨精度控制技术和20.5米超大整流罩，

让空间站的舱段可以安安全全、舒舒服服

地到达预定轨道。火箭姿控系统和制导系

统设计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姿态控制增

益优化”和“复合制导”两种方法，保证了长

五B火箭的入轨精度。

火箭结构总体设计师王乾介绍：“针对

此次任务，在整流罩生产初期，研制团队采

用了三维视觉扫描等技术，对整流罩以及

问天实验舱的尺寸进行了精准仿真，反复

详细校核，确认了关键位置的安全间隙，确

保在飞行、分离的过程中，实验舱享有足够

的空间，不会在飞行过程中贴近整流罩。”

我国首次大推力火箭“零窗口”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零窗口”发射背后到底有多难？

昨天，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上接第一版)展开、锁紧、再展开、再锁紧，凭借其“高可靠可重

复展收”的硬核技术，问天实验舱太阳翼在太空中收放自如、刚

柔并济，时刻确保“电力在线”。

看点三：首次验证双自由度对日定向

受太阳入射角和空间站飞行姿态的影响，太阳翼的发电效

率会因时段不同、姿态不同而产生相应变化。为了让“柔性翅

膀”24小时不间断追踪太阳，保持最高状态的发电效率为空

间站保障用电，问天实验舱首次采用太阳翼双自由度同时转

动，确保每一缕阳光都垂直照射在太阳翼上。

为了实现这一技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自主研制出我

国目前设计规模最大、连续工作寿命最长、传输功率最大的大

型回转运动类空间机构产品——对日定向装置，有了它的加

持，空间站将实时捕捉每一缕阳光，保证空间站源源不断的能

量供给。

看点四：我国最大吨位航天器对接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将与空间站组合体实施轴向交会对

接，两个大块头之间的“太空之吻”将亮相太空：23吨的问

天实验舱与40多吨的空间站组合体，将是我国目前最大吨位

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对接，也是我国空间站第一次在有人

的状态下进行交会对接。

如此大场面，“身经百战”的对接机构依然可以驾轻就

熟。由于设计先进、安全可靠，对接机构完全可以适应未来空

间站建造8至180吨各种吨位以及各种方式的对接。对接完成

后，我国空间站以庞大的身躯继续在轨飞行，“养精蓄锐”迎

接下一次的大动作。

看点五：上演“太空泊车”

在轨期间，问天实验舱将完成我国首次在轨大惯量转位动

作，即通过平面转位90度，让原本对接在节点舱前向对接口

的问天实验舱转向节点舱的侧向停泊口并再次对接，从而腾出

核心舱的前向对接口，为梦天实验舱的到访做好充分准备。这

将是我国首次航天器在轨转位试验，也是国际上首次以平面式

转位方案进行航天器转位的探索尝试。转位过程中，问天实验

舱将通过安装在舱体上的“纤细”转臂与核心舱上的转位基

座，以及对接机构的密切配合，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太空泊

车”大片。

看点六：打造多功能“太空资源仓库”

外壁两侧挂着1.2吨重的太阳翼、“头”顶着近1吨的对日

定向装置与桁架组件、“肚中”还装着近2吨重的推进燃料储

箱……这个承担着多重使命的“重要成员”就是位于问天实验舱

最顶端的资源舱。虽然看起来“又高又瘦”，但为了保证各种重

要设备的可靠安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为资源舱锻造了一

副坚韧的“钢筋铁骨”，让原本只作为能源中心的资源舱，成功化

身为一间多功能“太空资源仓库”，为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及后续

运行保驾护航。

“问天”赴“天宫”，六大看点备受关注

(上接第四版)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

尊重。”

在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看来，中国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

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

作共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

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勇于自我革命 领航复兴伟业

2022年6月17日，北京中南海。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勇

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

格。“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

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

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

变色。”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

韬伟略，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进行着深入思考。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

硬。”2012年11月15日，面对中外记者，刚

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话语坚

定有力。

两天之后，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

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

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

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

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

不小差距。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镇江考察时，74岁的老人崔荣海挤到

人群前面，紧紧地握住总书记的手，难掩激

动心情：“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

的福星！”

总书记面带笑容、语气坚定：“不辜负

全国人民的期望。”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由此形成“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

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刻

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经验，对管党治党作

出的重大部署。

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

清醒认识，到明确“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将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确保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曾几何时，陕西秦岭违建别墅如一块

块疮疤。习近平总书记6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要求“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

2020年4月，在秦岭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谆谆告诫：“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

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要

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明确“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

础”，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

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

党的根本性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

面推进党的建设。

“现在这里面的8条，精简会议活

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

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讲、反复

抓……”2021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在中央

八项规定展板前，停下脚步、仔细察看。

10年前，正是从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局，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

将党的作风作为“观察党群干群关系、

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

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要求“一定要咬住

‘常’、‘长’二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

视腐败问题为“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

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

违法问题”，提出“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

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将纪律严明看作“党的光荣传统和独

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纪律建设作

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要求用纪

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

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

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

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

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2022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

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

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

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

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

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响亮回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

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

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历经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性锻造，一

个立志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

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展现在世

人面前，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科学真理，指引历史的航向；伟大事

业，昭示思想的力量。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

想、凝聚意志，埋头苦干、奋发有为，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意气风发

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