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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員首次在軌進入科學實驗艙
「問天」「天和」天宮交會

問天實驗艙問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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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道）中
國交通運輸部25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深
入解讀《國家公路網規劃》。據介紹，目前
中國公路總里程已達到528萬公里，路網規
模已居世界前列，特別是高速公路里程位居
世界第一。但綜合考慮人口和面積等因素
後，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比
如，中國每萬人擁有公路里程37.4公里、擁
有高速公路里程1.2公里，分別為美國的
18%和 50%，公路綜合密度僅為美國的
37%，日本、法國的25%左右。
在通達深度方面，中國高速公路基本覆蓋

了城鎮人口20萬以上城市，而美國州際公
路、德國高速公路連接了所有5萬人口以上
城市，日本的高速公路網則連接了所有10萬
人口以上城市。未來中國公路網仍需要保持
穩定適度的超前發展，進一步完善公路交通
網絡，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率。
此次《規劃》明確提出了國家公路網到

2035年的布局方案，總規模約46.1萬公里。
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總里程約16.2萬公里，
由7條首都放射線、11條北南縱線、18條東
西橫線，以及6條地區環線、12條都市圈環
線、30條城市繞城環線、31條並行線、163
條聯絡線組成，未來建設改造需求約5.8萬
公里，其中含擴容改造約3萬公里；普通國
道網規劃總里程約29.9萬公里，由12條首
都放射線、47條北南縱線、60條東西橫線，
以及182條聯絡線組成，未來建設改造需求
約11萬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道）「南
京發布」24日公布南京市委市政府調查組
《關於南京玄奘寺供奉侵華日軍戰犯牌位事
件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稱，在玄奘寺供奉
日本戰犯牌位者吳啊萍，因涉尋釁滋事被南
京警方刑拘。通報還稱，吳在南京了解到日
軍侵華暴行遂產生心理陰影，因此產生了供
奉戰犯令「解冤釋結」「脫離苦難」的想
法，而其在玄奘寺供奉的費用五年時間為
3,000元人民幣，其行為屬個人行為，未發現
受人指使或與他人共謀的情況。
通報認為，吳啊萍出於自己對因果釋結的

錯誤認知和自私自利的動機，在明知5名被供
奉者為侵華日軍戰犯的情況下，仍出資在宗
教活動場所為其設置牌位，嚴重違背了佛教
揚善懲惡的教義教規，嚴重破壞公共秩序，
嚴重傷害民族感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涉
嫌犯尋釁滋事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通報稱，南京市委、玄武區委及紀檢監察

機關已就此次玄奘寺供奉日本戰犯牌位事
件，依紀依規依法對相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五屆數字中國
建設峰會組委會25日披露，本屆峰會共簽約數字經
濟項目565個，總投資2,990億元人民幣，涵蓋
5G、物聯網、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網絡安
全、衛星應用等領域。
本屆峰會7月23日到24日在福建福州舉行。組

委會人士稱，本屆峰會成果豐碩，將有力推動中國
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 為期兩天的峰會上，
18個分論壇聚焦5G應用於6G願景、數字人民幣產
業發展、綠色數字「一帶一路」等數字領域前沿熱
點，30多場特色活動拓展交流內涵，百位院士專
家、百位數字產業領軍者參會演講，千餘家國內外
企業現場參會參展，近2,000名嘉賓深入開展數字
技術和項目對接洽談，服務和促進數字生態交流合
作、數字經濟發展壯大。
與會專家認為，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已連續舉辦五

屆，作為凝聚共識、推動創新的重要平台，其主題
從信息化驅動到數字化轉型，從數據要素到創新變
革，體現了數字中國建設實踐的持續深入和不竭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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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簽約565項目

◆7月25日，中國交通運輸部舉行專題
新聞發布會，深入解讀《國家公路網規
劃》，並回答記者提問。 網絡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神舟十
二號、神舟十三號航天員已經多次利用天和核心
艙的節點艙進行太空出艙活動。隨着問天艙的到
來，今後航天員在中國太空站的出艙活動，將主
要改在問天艙氣閘艙進行。將來神十四陳冬、劉
洋、蔡旭哲就有望首次在氣閘艙完成出艙。
天和核心艙的節點艙具備人員出艙功能，但這

並非最佳選擇。專業人士介
紹，節點艙位於天和核心艙、
問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三艙
交匯處，若選擇此艙段作為主
份人員氣閘艙，意味着出艙任
務進行時，節點艙呈真空狀
態，進而徹底阻斷三艙之間的
交通，更重要的是，它還將阻

斷航天員進入神舟載人飛船的生命通道。氣閘艙
位於問天艙末端，出艙任務進行時太空站各艙
段、飛船間交通不會有絲毫影響。
氣閘艙的視覺效果十分獨特，外方內圓，是太

空站系統唯一一個看上去是方形的艙體。艙體內
裏面圓柱狀的，正是航天員開展出艙活動時的
「更衣間」——出艙氣閘。在這裏，「更衣間」

的空間更大了，航天員在這裏
作出艙準備和艙外返回時，可
以更舒展、更從容。出艙氣閘
還有一個直徑達1米的大門。航
天員從這裏進進出出，不僅更
加方便，而且還能攜帶大個頭
的設備出艙工作，艙外工作能
力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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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問天艙升空後，中國距離完成
太空站建設、建成國家太空實驗室又
邁進一大步。中國太空站將開展太空
生命科學與人體研究、微重力物理科
學、太空天文與地球科學、太空新技
術及應用四大領域的65個研究計劃，
包括近千項研究項目。此次問天實驗
艙任務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研究為
主，部署的生命生態實驗櫃以多種類
型的生物個體為實驗樣品，開展擬南
芥、線蟲、果蠅、斑馬魚等動植物的
空間生長實驗。
專家表示，太空應用系統問天實驗

艙任務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研究為
主，在太空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微
重力流體物理、太空材料科學、太空
應用新技術試驗等四個領域規劃部署
了十餘個研究主題，目前已立項40餘
項科學項目。為保證上述科學任務順
利開展，不斷產出科學成果，太空應
用系統在問天實驗艙部署了生命生態
實驗櫃、生物技術實驗櫃、科學手套
箱與低溫存儲櫃、變重力科學實驗櫃
等科學實驗設施，配置了艙內外應用
任務共用支持設備，聯合支持科學項
目在軌全任務鏈實施。

問天對接天和「一」字構型組合體模擬圖

◆◆變重力科學實驗櫃變重力科學實驗櫃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表示，問天實驗艙
的主要任務是具備太空站組合體統一管

理和控制能力，具備與核心艙進行交會對
接、轉位和停泊的能力；支持航天員在軌駐
留，提供專用氣閘艙和應急避難場所，保證
航天員安全；支持開展密封艙內、艙外科學
實驗和技術試驗。
後續，中國太空站任務將按計劃開展組合

體姿態融合控制、小機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組
合測試等在軌工作，並利用問天實驗艙氣閘
艙和小機械臂進行航天員出艙活動。

在軌2月後「問天」將轉位迎「夢天」
據知，在軌2個月後，問天實驗艙將實施轉

位，與天和核心艙形成「L」構型，靜待夢天
實驗艙的到來。按照計劃，今年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還將執行3次發射任務，發射夢天實驗
艙與天和核心艙對接，形成太空站三艙「T」
字基本構型，完成太空站在軌建造；隨後發
射天舟五號貨運飛船和神舟十五號載人飛
船，神舟十五號航天員將與神舟十四號航天
員在軌輪換，並駐留6個月。

「床位」由3個增至6個
據介紹，太空站問天實驗艙體型巨大、功

能強大、結構複雜、指標先進，在中國航天
器研製歷程中創下多個新紀錄。問天實驗艙
艙內設有3個睡眠區、1個衞生區。完成對接
後，中國太空站將更加溫馨舒適，而且「床
位」數增加到6個。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發射
後，神十四、神十五兩個乘組、6名航天員將
實現「太空會師」，太空站「滿客」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消

息，7 月 25 日凌晨 3 時 13

分，問天實驗艙入軌後，順利

完成狀態設置，成功對接中國

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

同日，已在天和核心艙在軌工

作約50天的神舟十四號航天

員乘組陳冬、劉洋、蔡旭哲於

10時03分，成功開啟問天實

驗艙艙門，順利進入問天實驗

艙。這是中國航天員首次在軌

進入科學實驗艙。
◆◆航天員陳冬航天員陳冬（（中中）、）、劉洋劉洋（（右右）、）、蔡旭哲進入問天實驗蔡旭哲進入問天實驗
艙艙。。 新華社新華社

部署四大科學實驗櫃
生命生態實驗櫃
以多種類型的生物個體（如植物

種子、幼苗、植株、兼顧小型動
物）為實驗樣品，開展擬南芥、線
蟲、果蠅、斑馬魚等動植物的太空
生長實驗，揭示微重力對生物個體
生長、發育、代謝的影響，促進人
類對生命現象本質的理解，研究太
空輻射生物學和亞磁生物學效應與
機制，探索建立應用型受控生命生
態系統，為航天員在軌輻射損傷評
估、防護提供科學依據。

生物技術實驗櫃
以組織、細胞和生化分子等不同

層次多類別生物樣品為對象，開展
細胞組織培養、太空蛋白質結晶與
分析、蛋白與核酸共起源和太空生
物力學等實驗，探索微重力環境下
細胞生長和分化規律及機制，為人
類健康、生殖發育提供理論基礎；
探索重力效應對生命起源和進化影
響；在高效蛋白質/多肽藥物、納米
晶骨骼生物技術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發現，對指導組織工程、生物醫藥
的研究和應用發揮重要作用。

科學手套箱與低溫存儲櫃
科學手套箱提供潔淨密閉太空和

溫濕度環境控制，配置靈巧機械臂
具備細胞級精細操作能力；為航天
員操作多學科實驗樣品提供安全、
高效支持。低溫存儲裝置具有三個
典型低溫存儲溫區（-80℃、
-20℃、+4℃），能夠滿足不同實
驗樣品低溫存儲需求。

變重力科學實驗櫃
為科學實驗提供0.01g至2g高精

度模擬重力環境，採用先進的無線
傳能和載波通信技術，支持開展微
重力、模擬月球重力、火星重力等
不同重力水平下的複雜流體物理、
顆粒物質運動等科學研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太空中
的問天實驗艙，一對柔性太陽翼猶如翅膀。據航天
科技集團八院介紹，問天實驗艙配置有目前中國研
製的最大面積可展收柔性太陽翼，單翼全展開狀態
下長達27米，面積可達134平方米。厚度不足1毫
米猶如一張能發電的「薄紙」，不僅繼承了天和核
心艙柔性太陽電池翼的優點，更是「青出於藍而勝
於藍。」

實現中國太空站能源自由
2021年4月發射的太空站天和核心艙應用了中國

首型大型柔性太陽電池翼，展開面積達67平方米，
相當於一個標準單打羽毛球場的大小。時隔一年
多，這一面積就被問天實驗艙刷新。問天實驗艙太
陽翼的單翼翼展，從天和的12.6米增加到27米。在

供電能力上，問天實驗艙單翼供電能力實現了天和
的兩倍之多，最大可達9千瓦。同時，對鋰離子蓄
電池數量進行了擴充，對供電能力進行了擴容。問
天的加入，讓中國太空站實現了能源自由。

關鍵技術保障對接穩且準
對於一般航天器來說，太陽翼的成功在軌展開是

發射任務圓滿成功的重要標誌。問天艙太陽翼則採
用了全球首創的「二次展開」關鍵技術。據介紹，
在問天與天和交會對接過程中，兩個數十噸級的航
天器，以約每秒7.9公里的速度運動，需要精準控
制它們的位置、速度、姿態才能保證可靠的對接，
稍有偏差航天器就會發生碰撞。如果太陽電池翼完
全展開，實驗艙就好比兩隻手各持一面巨大的帆，
微小的抖動，都會導致實驗艙的速度、相對位置和

飛行姿態的控制精度嚴重下降，控制難度指數級增
加。因此，航天科技集團八院團隊突破了「二次展
開」的關鍵技術，在實驗艙發射後獨立飛行階段，
柔性太陽電池翼首先展開一部分電池板以滿足實驗
艙能量需求，可以降低飛行控制難度使得交會對接
又穩又準。在對接完成後，再次完成全展開，建立
完整的能源系統。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太空站的設計壽命長達十餘

年，如何讓問天的太陽翼始終保持最佳工作狀態也
是一大難題。為此，研製團隊首次採用雙自由度的
對日定向機構，讓問天的兩個柔性太陽翼，始終以
「向日葵」的姿勢朝向太陽。這樣一來，無論春夏
還是秋冬，不受太陽入射角的影響，不受太空站飛
行姿態的影響，太陽翼總能獲取到最大的能量，提
供最穩定的能量。

超大太陽翼面積破紀錄 二次展開技術全球首創

實驗艙設出艙口 太空行走更便利

◆◆問天實驗艙氣閘艙出艙口朝向地問天實驗艙氣閘艙出艙口朝向地
球一側球一側（（構想圖構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