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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型”设施助力空间科学研究

2022 年是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决战决胜之年，也是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 30 周年。郝淳说，建造中国空
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的
重要标志。

郝淳介绍，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
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
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和维护。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中国还将
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均可
实现重复使用。其中，新一代载人飞船可搭载7名航天员，
载荷能力也将大幅度提高。

“同时，我们考虑研发空间站扩展舱段，进一步支持在轨
科学实验，为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郝淳说。

在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中国还将利用空间站舱内
安排的科学实验柜和舱外大型载荷设施，开展更大规模的
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中国科
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钟红恩介绍，空间应
用系统在空间站舱内安排了14台高水平的科学实验柜，每
台实验柜都是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舱外安排了3
个大型载荷挂点、两个暴露实验平台以及与空间站共轨飞
行的巡天空间望远镜等“旗舰型”研究设施。

“这些设施将支持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
学、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多个领域
的科学研究，推动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钟红恩说。

2023年，中国计划发射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开
展广域巡天观测，将在宇宙结构形成和演化、暗物质和暗
能量、系外行星与太阳系天体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有望取得一批新成果。

“我们还将积极探索载人航天商业化发展模式，吸收社
会力量参与空间站建设和运营维护，不断提升空间站综合
效益，推动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郝淳说。

“问天”“梦天”长啥样? “神十四”“神十五”咋工作?

中国空间站建设
这些看点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刘 峣

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17

随着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返回，中国空间站建设由关键技术验证阶段转入建造阶
段。世界关注的“天宫”空间站“完全体”将在今年亮相。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还有哪些发射任务？“感觉良好”乘组之后，下一批航天员将带来
什么惊喜？空间科学研究又将产生哪些成果？

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示意图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后，一场航天科普展在宁夏科技馆举办，不少市民前来
了解航天知识、感受航天魅力。

图为参观者在了解宇航服相关知识。 袁宏彦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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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以来，我国成功实施了长征五号B
运载火箭首飞，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十二
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共6次飞行任务，圆满完成了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任务目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主任郝淳说。

从今年5月开始，中国空间站建设将进入精
彩纷呈的密集发射阶段。根据任务安排，中国将
在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建造，计划实施6次
飞行任务——5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月发
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
验舱；10月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空间站的3个舱段（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 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

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郝淳说，在此之后还将实
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
任务。

曾有航天专家比喻，中国空间站就像一座三
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豪宅”。“三室”指天和核
心舱以及问天和梦天实验舱，“两厅”则是指神舟
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

问天和梦天实验舱入轨并与核心舱对接后，
将拓展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研究员杨宏介绍，问天实验舱配置了与核心
舱一样的航天员生活设施，包括3个睡眠区、1个
卫生区和厨房等设施，可以与核心舱一起支持两
艘载人飞船轮换期间 6 名航天员的生活。此外，

问天实验舱还配置了一个小型机械臂，既可单独
使用，也可以与核心舱的大机械臂组合使用，共
同完成航天员出舱、舱外设施照料、巡检等任务。

梦天实验舱则配置了货物气闸舱和舱外展开
试验平台。在舱外安装的科学试验设备可以通过
货运飞船运送到空间站，再通过货物气闸舱把载
荷送到舱外，由机械臂或航天员安装到舱外的平
台上，实现舱外试验项目不断更新。

“空间站建造完成后，两个实验舱将是航天员
在轨主要的工作场所，可以开展空间科学、空间
材料、空间医学以及空间探测等多个领域的试
验。”杨宏说。

杨宏介绍，目前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在
地面的研制进展顺利。问天实验舱已完成整舱的
集成总装、测试和大型试验工作，整装待发；梦
天实验舱已完成相应的集成总装和试验工作，正
按计划推进。

随着空间站的“扩建”，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
五号乘组的 6 名航天员将有共同在轨驻留的机
会。6名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会师”的场景，将
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说，按
照空间站建造阶段的任务安排，执行两次载人
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目前，神舟
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的身心状态非常
好，正在积极开展相关训练和任务准备。”黄伟
芬说。

据介绍，与神舟十三号乘组一样，神舟十
四号和神舟十五号两个乘组都将“出差”半
年，并首次进行在轨乘组轮换，实现空间站不
间断有人驻留，两个乘组的 6 名航天员将共同

在轨驻留5—10天。
其中，神舟十四号乘组将参与和见证中国空

间站从单舱组合体逐步建成三舱组合体的飞行状
态。“这期间要经历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
接、3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位任务。”黄伟芬说，
神舟十四号乘组还将完成首次进驻问天实验舱和
梦天实验舱，建立载人环境；首次利用气闸舱实
施出舱活动等工作。神舟十五号乘组也计划实施
数次出舱活动任务，对三舱三船最大构型组合体
进行运行管理和维护等。

“两个飞行乘组还将开展科普教育及其他公益
活动，按计划开展数十项在轨科学研究的实验和
工程技术试验、飞行任务数据资料收集和拍摄；
开展在轨健康监测、防护锻炼、在轨训练和演练
以及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照料、

站务和物资管理等工作。”黄伟芬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

计师周建平展望了中国空间站建成的时刻——
“届时，一个由 3 个舱段、2 艘载人飞船和 1 艘
货运飞船构成的总质量近 100 吨，乘载了 6 名航
天员，装载了空间生命和生物科学、材料科学
等大量先进实验装置的中国空间站将呈现在世
人面前。”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造访中
国空间站？郝淳说，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始终
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中国已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合作协
议，开展一系列合作与交流，实施了一系列合
作项目，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我们愿意把中国空间站打造成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平台，和各个国家的航天员、
航天科技队伍一起，不断探索浩瀚宇宙，造福人
类。”郝淳说。

6次飞行任务建成空间站

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轨驻留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晓玲） 由深圳华大
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导，多国科研团队共同参
与的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 （猕猴） 全身器官
细胞图谱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 发
布。这是全球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全身器
官细胞图谱。

“这个图谱就像一张‘地图’，有了它就
相当于有了一个探索生命细胞分辨率的高精
度仪器，可以‘看到’每个器官都有哪些细
胞，还可以精细到每个细胞里具体的分子特
征及其与其他细胞的互动关系。”论文第一作
者、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韩磊博士介绍
说，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生命的基本结构，
探究疾病和细胞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也为有

关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据了解，研究团队基于深圳华大智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单细胞建库和测序
平台，对成年猕猴全身45个器官的约114万个
细胞进行了单细胞测序分析，将其分成了113种
主要细胞类型和463种细胞亚类，并搭建了非人
灵长类动物百万单细胞交互式资源网站。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之一、深圳华大生命
科学研究院院长徐讯告诉记者，这一研究成
果将被用于物种进化、人类疾病以及药物评
价和筛选等相关研究，为生物医学的发展提
供基础性的资源和工具，助力疾病诊疗与靶
向药物开发，为人类更好地探究生命的进化
提供可能。

全球首个非人灵长类动物全细胞图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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