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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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场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托
举升空。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二
个舱段，问天实验舱将为空间站带
去哪些新装备？航天员在太空的工
作生活会迎来怎样的变化？

功能强、装备全：
中国空间站喜迎“新居”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
舱和资源舱三部分组成，舱体总长
17.9米，直径4.2米，发射重量约23
吨。相关指标比天和核心舱更高，
是我国目前最重、尺寸最大的单体
飞行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刚说。

不仅有着大块头的体格，问天
实验舱更是一个集平台功能与载
荷功能于一体的“全能型”选手。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
心舱互为备份，关键平台功能一
致，可以完全覆盖空间站组合体工
作要求，既发挥定海神针般的双保
险作用，也为空间站未来15年可靠
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两舱对接组成组合体后，由
天和核心舱统一管理和控制整个
空间站的载人环境，一旦天和核心
舱出现严重故障，问天实验舱能够
快速接管，主控空间站。”航天员中
心问天实验舱环控生保分系统主
任设计师罗亚斌说。

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问天
实验舱配备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柔
性太阳翼，双翼全部展开后可达
55米。太阳翼可以双自由度跟踪
太阳，每天平均发电量超过 430
度，将为空间站运行提供充足的
能源。

问天实验舱是空间站系统中
舱外活动部件最多的舱体，大量
的舱外设施设备能够更好地保障
出舱活动，也为更精细的舱外操
作提供支持。

在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外，
还有一套 5 米长的小机械臂。这
套 7 自由度的机械臂小巧、精度
高，操作更为精细。未来，小臂还
可以与核心舱大臂组成 15米长的
组合臂，在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开
展更多舱外操作。

时间紧、难度高：
“胖五”进行“增肌瘦身”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造工程的
“运载专列”，被人们昵称为“胖五”
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此前已
成功将天和核心舱送入太空，此次
则是首次执行交会对接任务。

此次长五 B 不仅要发射我国

迄今为止最重的载荷，还面临着低
温推进剂加注问题和复杂的射前
流程，难度可想而知。

点火阶段，型号队伍对射前
10 分钟的发射流程进行了优化，
将部分流程前置。在距离发射数
分钟时，火箭就已完成发射前各
项准备工作，具备了点火发射能
力，为突发情况留出决策、处置的
时间。

长五 B 还应用了起飞时间修
正技术，让火箭的控制系统可以自
动计算偏差、调整目标轨道，最大
修正时间为2.5分钟。

“即使火箭没能完全按照预定
窗口发射，只要在 2.5分钟这个窗
口时间里，都能通过后期的轨道修
正精准完成入轨和交会对接。”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 B运载
火箭副总师娄路亮说。

为不断提高火箭可靠性，安
全、精准地将问天实验舱送到目的
地，型号队伍还对长五B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增肌瘦身”，在生产工艺
等方面进行了30多项改进。

随着发射次数增多，科研人员
对火箭技术状态的认识也不断深
入。此前，长五B在发射场的发射
准备时间约为 60天。本次任务进
一步优化到了53天，为后续提高火
箭发射效率、应对高密度常态化发
射奠定了基础。

大吨位、半自主：
“太空之吻”有新看点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将与核
心舱组合体实施交会对接——23
吨的问天实验舱与 40多吨的核心
舱组合体，将是我国目前最大吨
位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对
接，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在有人
的状态下迎接航天器的来访。

重量重、尺寸大、对接靶子
小、柔性太阳翼难控制……对所
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难题，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问天实验舱GNC分系
统副主任设计师宋晓光打了个形
象的比方：“如果按重量来看，载
人飞船对接像开小跑车，可控性
强；货运飞船对接像开小卡车；而
到了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就如同
要把一辆装备豪华的大房车停到
一个小车位里。”

为成功实现“太空之吻”，设
计团队从问天实验舱初样研制起
就经过几轮实测，对问天实验舱
的数据参数精准把握，并提升算
法达到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纠偏能
力。同时，采用半自主交会对接
方案，实现交会对接过程中的稳
定控制。

在轨期间，问天实验舱还将
实现平面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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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器在轨转位组装，也将是国
际上首次探索以平面式转位方案

进行航天器转位。

更舒适、更安全：
太空生活“条件升级”

对在轨航天员来说，两舱对
接形成组合体，意味着我们的太
空家园从“一居室”升级到更宽敞
的“两居室”。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舱内设有
3个睡眠区和 1个卫生区。完成对
接后，空间站后续可以支撑神舟
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 6名航天
员实现“太空会师”和在轨轮换，
在太空面对面交接工作。

航天员中心舱外服总体试验
主任设计师李金林说，在天和核
心舱的基础上，问天实验舱在吸
音、降噪、减震等方面也进行了优
化升级。

此前，航天员在天和核心舱
只能通过节点舱实现出舱。节点
舱作为空间站的交通枢纽，空间
较小，航天员每次出舱前还需要
关闭各个对接通道的舱门，进行
大量准备工作。

此次问天实验舱则配置了一
个出舱人员专用的气闸舱。一方
面，气闸舱的空间和出舱舱门的尺
寸都比节点舱更大，航天员进出更
舒展从容，也更易携带大体积的设
备出舱工作。另一方面，从气闸舱
出舱时，只需关闭一道舱门，操作
更便捷。

未来，气闸舱将成为航天员在
空间站的主要出舱通道，一旦气闸
舱出现问题，航天员还可以从作为
备份出舱口的节点舱返回，确保出
舱活动的安全。

在气闸舱外的暴露实验平台
上，还配置了 22 个标准载荷接
口。“在空间站搭载的科学实验载
荷，可以通过机械臂精准‘投送’
到自己对应的载荷接口位置，不
再需要航天员出舱进行人工操
作，既降低了航天员的工作强度
和风险，又可以灵活高效支持舱
外载荷试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问天实验舱空间技术试验分系统
主任设计师赵振昊说。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文昌航天发射场多举措
确保问天实验舱“零窗口”发射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4日电 7月
24日 14时 22分，问天实验舱从文昌航
天发射场顺利升空。这次任务，也是该
发射场执行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首次
实施的“零窗口”发射。

据了解，发射窗口是指允许火箭发
射的时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任务的发
射窗口往往有多个时间段。

“由于问天实验舱升空后与天和核
心舱实施交会对接，对发射精度的要求
更高，需要‘零窗口’发射，即火箭发射
时间和预定点火时间偏差不能超过 1
秒。”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01指挥员廖
国瑞介绍，“零窗口”的难度在于发射窗
口稍纵即逝，因此，对火箭和发射场系
统的可靠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任务实施过程中，为了瞄准“零窗口”
顺利发射，发射场科学统筹各方力量，按
计划完成了一号塔架射后恢复、例行试
验、产品进场、垂直总装和技术区测试等
工作；着重加大实装操作、合成训练、故障
排查、应急处置等训练力度，有效提升人
员遂行任务能力；严格质量管控、严格把
关放行、严格双想复查，精心准备、精心组
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此外，发射场气象系统还针对雷
电、强降水、浅层风、高空风等影响发射
的重要天气因素，进行专题技术研究和
气候背景特征分析，利用高性能计算机
系统实施发射场区精细化预报，短时预
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

7月24日14时2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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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时点火发
射，约495秒后，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直上云霄。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 记者24
日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中国商飞公司）获悉，C919大飞机
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
务，标志着C919适航取证工作正式进
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飞机设计
符合适航条款要求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想和技术
路线，表明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

足适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机完成全
部试飞任务，是C919大飞机项目研制
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将交付给首家
用户东航的首架C919大飞机在上海
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
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2015年11月
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成功首飞，
目前累计拥有28家客户815架订单。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3
日宣布，目前在75个国家和地区传播
的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针对全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出的最高级别警
报，也意味着目前新冠疫情和猴痘疫
情同时处于这一警报级别。

警报升级

今年 5月初，英国报告出现猴痘
确诊病例，随后更多欧美国家相继报
告猴痘病例，疫情在全球多地快速蔓
延。猴痘先前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
流行。世卫组织专家当月表示，在多
个“非流行国家”出现与疾病流行地区
没有直接旅行联系的猴痘病例，属“非
典型”状况。

6月底，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召
开会议，评估在全球多地暴发的猴痘
疫情。当时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
为47个，病例数约为3040例。委员会
最终达成共识，猴痘疫情暂未构成“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7月 21日，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
再次开会讨论猴痘疫情。此时已有
75个国家和地区向世卫组织报告了
超过 1.6 万例病例，包括 5 例死亡病
例。虽然委员会最终未达成共识，但
谭德塞在 23日的记者会上仍决定宣
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强调，委员会只负责向总
干事提供建议和参考，最终决定权在
总干事。

多重考虑

谭德塞介绍，做出这一决定时需
考虑五个因素。首先，各国提供的信
息显示，猴痘病毒已迅速蔓延到许多
以前从没出现过病例的国家；其次，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宣布“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项标准，猴
痘疫情都已满足；第三，紧急委员会虽
未达成共识，但已为总干事的决定提
供支撑；第四，有关猴痘的科学原则、
证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目前还不充分，
尚存许多未知数；第五，猴痘对人类健
康造成风险，可能形成国际传播，对国
际交通也有潜在干扰。

谭德塞说，虽然他宣布猴痘疫情

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但“就目前而言，这是一场集中在
男男性行为者，特别是有多个性伙伴
的男性中暴发的疫情”。因此，可以通
过适当策略来阻止疫情。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病毒正在许
多以前没有报告猴痘病例的国家传
播，其中世卫组织所划分的欧洲地区
和美洲地区国家报告的病例数最多，
且病例大多为男男性行为者，但也包
括少数与病例没有已知流行病学联系
的儿童。此外，在以往病例多发的西
非和中非地区，病例数也在显著增加，
其中妇女和儿童居多。

当前，世卫组织对猴痘疫情的评
估是，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在全球
及其他所有地区的风险为中等。

防控建议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
其病原体猴痘病毒主要在西非和中非
地区流行。1970年，刚果（金）发现首
例人感染猴痘病例。此后，全球报告
的多数病例分布在刚果（金）、刚果
（布）、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
等非洲国家。

猴痘病毒可通过密切接触由动物
传染给人，虽不易发生人际传播，但与
感染者密切接触也可能感染。人感染
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
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等，之后可发
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感
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也有感染者
会出现严重疾病甚至死亡。

不过世卫组织指出，在此次疫情
中，一些病例的发病情况与以往不同，
其皮疹病变局限于生殖器、会阴、肛周
或口周区域，通常不会进一步扩散，且
之后出现与病变相关的淋巴结病、发
热、疼痛等症状。

世卫组织目前将疫情流行的国家
和地区分为四类，包括尚未报告或超
过 21天未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
最近有猴痘病例输入且发生人传人
的国家和地区；猴痘病毒在动物和人
类之间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具有
诊断、疫苗和治疗药物制造能力的国
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分别为四类国家和地区
给出一系列具体疫情防控建议，包括
建议实施协调应对措施以阻止疫情传
播，让受影响的社区参与防控，强化监
测和公共卫生措施，加强医院和诊所的
临床管理以及感染预防和控制，加快对
疫苗、治疗方法和其他工具的使用研
究等。 新华社日内瓦7月23日电

美国最大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7月23日，在美国内华达州，米德湖水位下降后在湖岸的岩石上留下痕迹。
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

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
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邻国墨西哥部分地区约2500万人供水。米德湖水位
最高时达到海拔 365米，但如今已经不到 320米，为胡佛大坝建成以来最
低，并且仍在持续下降。 新华社/法新

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发射看点

猴痘疫情何以成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C919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