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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装载能力超7吨

天舟六号是中国改进型货运飞船首
发船，也是从天舟六号到天舟十一号组
批生产的首发货运飞船。作为改进型全
密封货运飞船，天舟六号是世界现役货
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
的货运飞船。

作为“升级版”的货运飞船，“装得多”
是天舟六号的最大特点，其载货能力由原
来的 6.9 吨提升到 7.4 吨，让中国货运飞船
的货物装载能力首次提升到7吨以上。

载货能力的提高源于结构的优化。天
舟六号货运飞船为改进型全密封 4个贮箱
状态，以天舟五号为基线进行了改进，将
原非密封的后锥段更改为密封舱，以扩大
密封舱装载空间，提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
力；取消了一层贮箱，原后锥段舱内设备
调整至推进舱。

改进后的货运飞船不但增强了常规货
物运输能力，而且为超规格大尺寸大质
量、严苛运输保障要求等特殊货物和试验
载荷运送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能够为航
天员提供更多物资，较好地改善航天员在
空间站的生活质量。

随着以天舟六号为代表的全密封型谱
升级换代，天舟货运飞船全密封、半密封
半开放、全开放 3 个型谱结构更为合理、

分工更为明晰：全密封型谱满足空间站常
规任务和日常需求；半密封半开放型谱突
出大型舱外设备和试验载荷运输能力，主
要执行应急维修任务；全开放型谱实现超
大型试验载荷整体运输，支持空间站发展
重大科学任务能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副总指挥李志辉表示，与天舟五号相比，
天舟六号的国产化元器件在规格比例和数
量上均有较大提升。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
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发射频次由 2
年 4 发降低至 2 年 3 发。通过节约成本，
降低了研制整个工程运行的费用，给空间
站应用工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开展29项科学和应用实（试）验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快速
交会对接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将“快递”
转运至空间站舱内。据了解，此次天舟六
号装载货物约 260 件，上行补加推进剂
700公斤，运输物资总重约 5.8吨，包括 6
名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约 700千克补
加推进剂和多项实（试）验载荷。与此同
时，飞船还搭载了大连理工大学试验卫星
等多个项目和载荷，用于开展科学试验和
验证。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师、航天员
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此次携带的航天

员生活物资主要包括服装、食品、饮用水
等，其中新鲜水果重达 71 千克，约是天
舟五号携带水果重量的 2倍，可满足神舟
十五号和神舟十六号乘组的需求。

按照飞行任务规划，中国空间站内将
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
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4个领域共29项科
学实验和应用试验。

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
域，中国航天员将在问天实验舱生物技术
实验柜内开展空间微重力环境对干细胞谱
系分化的影响研究、干细胞 3D 生长及组
织构建研究、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及密码子
起源的分子进化研究、微重力环境对细胞
间相互作用和细胞生长影响的生物力学研
究等 4项科学实验；利用梦天实验舱舱外
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空间
辐射损伤评估科学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极端环境微生物对空间暴露环境的耐受性
及其机制研究、空间暴露环境下生命分子
的光化学行为研究等3项科学实验。

在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领域，将利
用问天实验舱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
验装置，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型半
导体器件、光纤及光电子器件等元器件
与部组件的空间环境效应试验，为新型
元器件与组件的研发以及空间应用与防
护提供技术支撑。

载人飞船将保持高密度发射

今年4月15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进行了第 4次出舱活动，刷新了单个航
天员乘组出舱纪录。在 4 次出舱活动期
间，神舟十五号乘组 3名航天员在舱内舱
外密切协同，先后圆满完成了舱外扩展泵
组安装、跨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
露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为后续开展大
规模舱外科学与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在轨期间使用由中国自主研制的空间站
双光子显微镜，开展在轨验证实验任务
并取得成功；空间高效自由活塞斯特林
热电转换试验装置顺利完成在轨试验，
首次实现该技术在轨验证；梦天实验舱
燃烧科学柜中的实验系统成功执行首次
在轨点火测试，为后续空间科学燃烧实
验项目打下良好基础。

按计划，神舟十六号乘组将于 5月底
进入太空，与神舟十五号乘组完成交接。
在轨工作生活半年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将
于今年 6月返回地面。今年，中国载人航
天将按计划执行两船次返回、两船次交会
对接、三船次应急支援待命，涉及神舟十
五号至神舟十八号共 4艘神舟飞船。载人
飞船任务将保持高密度、多船并行研制状
态，每半年发射一艘载人飞船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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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33

5月10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成功进
入太空，并完成与中国空间站核心舱的后
向对接。随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打
开货运飞船舱门，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
工作。

天舟六号任务是2023年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的开局之战，为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揭开帷幕。从货运飞船送达“快递”
到载人飞船高密度发射，进入新阶段的中
国空间站更加忙碌，也将有更多成果。

本报电 （刘峣、董佳莹） 5 月 16 日，
首届“领航杯”航天器科技创新设计大赛暨
中国火箭系列IP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大赛由中国航天科技一院一部主
办、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火箭公司”）协办。大赛围绕“可重复使用航
天运载器”主题，提出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
器总体设计方案。比赛面向国内外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及其他专业
的航天爱好者。

大赛自 2022 年底启动报名以来，历经
海选报名、作品征集、材料评审，共有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 10支代表队入围
决赛。决赛评委由两院院士、型号两总和
技术专家组成，经过选手现场陈述、答
辩，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人气奖1名。

中国火箭公司在本次活动中发布了公
司的系列IP形象，“中国火箭”品牌的代言人

“巡天”揭开神秘面纱，这也是作为中国商业
航天“国家队”的中国火箭推出的首款机甲
外型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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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飞机锦标赛落幕轻型飞机锦标赛落幕

近日，第二届全国轻型飞机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
市新昌县万丰航空小镇落幕，赛事吸引了国内16支航
空运动队参赛。

本次赛事设领航飞行和精确着陆两个比赛科目。
赛事期间，活动主办方举行了轻型飞机运动推介会。
此外，主办方还邀请了数百名航空运动爱好者来到现
场观赛、交流。 史家民摄影报道

在5月21日“国际茶日”来临之际，山东科技大学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等11个国家的留学生近日来到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茶博园参加采茶、茶艺
表演以及品茶等活动，体验中国传统的茶文化，感受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发
展之路。

此次活动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是“感知中国——共话乡村振兴”系列
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活动的一部分。近年来，山东科技大学通过开设扎染等传统文化
课堂，举办体验中国戏曲、中医文化等活动，让留学生认识中国、感知中国、了解中国。

韩洪烁摄影报道

留学生体验
中国茶文化

河北科工大加快
“中文+职业技能”发展

本报电（立风） 近日，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
学 （简称河北科工大） 与来访的泰国芭提雅技术学
院、塔朗技术学院等6所泰国高职院校在河北科工大创
意中心开展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河北科工大校长马东霄表示，自学校与泰国院校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来，双方一直保持良好的交流互
动，希望以此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为契机，推进“中
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探索高等教育合作新模式，
打造中泰职业教育深度合作的典范。

据了解，河北科工大近年来不断拓展与泰国多院
校、多专业的合作，加快培养符合中泰两国经济发展
的专业技能人才，促进产教融合，主动打造广泛深入
的国际合作伙伴体系，助力“一带一路”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国际科学理事会近日在法国巴黎
召开中期全体会员会议，来自全球各
地的百余位科技专家和科技组织代表
齐聚一堂，围绕“充分利用科学的合
力”共同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在当
今世界局势复杂的背景下，科学界更
应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推动科技开
放、信任、合作，推动人类共同进步
和可持续发展。

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席彼得·格卢克
曼表示，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科
学界应当跨越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紧
张因素，秉持科学态度，不受外界干
扰，推动科技开放、信任、合作，为
全球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协力建
设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他指出，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是国际科学理事会重
要会员，多年来中国科学家深度参与
和积极支持国际科学理事会工作，作
出了卓越贡献。

国际科学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萨尔
瓦托雷·阿里科接受采访时说，科学没
有国界，科学家出于对研究课题的共
同兴趣而开展协作，这种合作不应被
政治所左右。科学进步需要科学界的
充分交流，这种交流带来改变，促成
解决方案。

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规划委员会
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朱永官院士指出，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面
对 气 候 变 化 、 环 境 污 染 等 全 球 议
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独
善其身。因此，科学界应尽可能开
展 合 作 ， 既 分 享 经 验 ， 也 借 鉴 教
训，这样整个世界才会更高效、更
安全、更健康。

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厦门大学
讲席教授吕永龙分享会议期间的交流
感受时说，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
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一定要进行下去，
这是与会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对
科学学术交流设置人为障碍，既不符
合各方利益，也是国际科学界不愿看
到的。

国际科学理事会于近日在巴黎召
开中期全体会员会议，主要议题包括
讨论当前和未来工作、修改理事会章
程等。据悉，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全
体会议在法召开期间，中国履职专家
广泛开展沟通交流，深度参与国际科
技治理。

国际科学理事会是汇聚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学科的非政府国际科技组
织，其前身是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和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国际科学理事
会总部设在巴黎，其会员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科协是其
会员单位。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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