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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实验舱是一个集平
台功能与实验载荷功能于一
体的“全能型”选手。为降低
系统复杂性和在轨风险，相
应实现了多个系统功能创新。

实力超凡的“全能选手”

平台功能方面，具备空
间站组合体统一管理和控制
能力，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
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
理，可以完全覆盖空间站组
合体工作要求；支持航天员
长期在轨驻留，并提供专用
气闸舱和应急避难场所，保
证航天员安全，使空间站的
在轨运行风险更加可控，在
轨长寿命运行更加可靠。

实验载荷功能方面，装
载8个实验机柜机位、22个舱
外载荷适配器，如同将大型
科学实验室搬到太空，助力
中国人在太空开展大规模的
空间科学实验。

太阳帆板设计方面，为
提高交会对接可控性，首次
采取太阳帆板二次展开方
案，发射后先展开约五分之
一，对接完成后再展开到位，
确保顺利抵达天和“母港”。

名副其实的“主发电站”

问天实验舱能源管理系
统十分强大，自带高性能“发
电机”与“配电器”。配置了
比核心舱更大的柔性太阳帆

板，每天平均发电量超过430
度，能够为空间站运行提供
充足能源。空间站在轨建造
完成后，核心舱的一个太阳
帆板将转移至问天实验舱资
源舱尾部，成为名副其实的

“主发电站”。届时，问天实
验舱的3条能源母线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为组合体源源
不断地供电送能。

在问天实验舱中，气闸
舱“外方内圆”的视觉效果可
谓别具一格。

外部看上去像方形的外
壳，是舱外暴露实验平台，上
面配置了22个标准载荷接
口，其中一部分还配备了流
体回路温度控制。

拥有功能齐全的“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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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
地保障了出舱活动，也为更精
细的舱外操作提供了支持。

问天实验舱舱外携带一
套5米长、7自由度的小机械
臂，其小巧、精度高，方便抓
取中小型设备，开展更精细
的操作。小臂还能与核心舱
大臂级联成15米长的组合
臂，能够自由爬行于空间站
三舱组合体之间，开展范围
更广的舱外作业。

未来，在空间站搭载的
科学实验载荷，可以通过机
械臂精准“投送”到对应的标
准载荷接口位置，“即插即
用”，不再需要航天员出舱进
行操作。

同时，舱外还设置了2
台云台灯、4台高清摄像机，
能实现一边打光追光、一边
拍摄录制，使地面测控人员
对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一举
一动都一目了然，从而提供
及时有力的安全保障。另
外，它们还能在太空中拍摄
许多“壁纸大片”“唯美视
频”，将美轮美奂的地球和
外太空呈现在世人面前。

7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
生产供给继续恢复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对外贸易增势良好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国
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生产供给继续恢复，就业
物价总体平稳，对外贸易增势良
好，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国民经
济延续恢复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稳
定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7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8%，比上月回落0.1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0.38%。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0.6%，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
增长10.3%、4.9%。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扩大。7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0.27%。1至7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19812
亿元，同比增长5.7%；7月份环比

增长0.16%。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

结构持续改善。7月份，货物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6%，比上
月加快2.3个百分点。1至7月
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36041亿
元，同比增长10.4%。其中，出口
133698亿元，增长14.7%；进口
102344亿元，增长5.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略有扩大。1至7月

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3万人。
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
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7月份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政策持续显效，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态势。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
滞胀风险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

础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付凌晖在15日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
物价，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巩
固经济恢复基础，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天和核心舱已环绕着地
球在轨运行一年多，成绩颇
丰。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实
现组合体控制和管理的主要
舱段，天和核心舱具备开展交
会对接、转位与停泊、乘组长
期驻留、航天员出舱、保障空
间科学实验等能力，舱内配置
有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就
餐区、医监医保区以及锻炼
区，能够为航天员工作和生活
提供舒适良好的保障条件。

多功能“太空之家”
护航四次飞行任务

在强大的功能保障下，各
项飞行任务均按照计划顺利
实施。天和核心舱与神舟十
二号、神舟十三号两艘载人飞
船，以及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两艘货运飞船成功实施交会
对接。

作为航天员乘组的“太空
之家”，保障了神舟十二号乘
组3个月的驻留和神舟十三号
乘组6个月的驻留任务，支持
开展了出舱活动、机械臂转位
货运飞船以及手控遥操作等
多项专项任务。

同时，舱内还配置了空间
科学实验设施，使航天员在轨
开展了以无容器和高微重力
以及航天医学实验为主要内
容的科学实验，取得了高水平
的空间科学研究成果和显著
的综合效益。

开展关键技术验证
使命在肩作用重大

核心舱在轨运行一年以

来，开展了物化再生生保、大型
组合体控制以及大型柔性太阳
电池翼及驱动技术、航天员出
舱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验证工
作。经评估结果符合预期，目
前功能性能优于设计。

再生生保技术方面，天和
核心舱再生生保系统为神舟
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两个乘
组提供了良好的载人环境，
满足航天员在轨的物质代谢
需求。航天员排出的湿气可
收集成冷凝水，尿液回收再
处理成饮用水和电解制氧，
水的回收效率优于95%，水
的利用效率优于83%，均满足
指标要求，通过这项技术，大
大降低了通过货运飞船上行
携带航天员饮用水和氧气的
需求量。

机械臂技术方面，成功实
施了航天员出舱、转位货运飞
船以及舱外状态巡检等多项
关键任务。通过机械臂舱外
操作，其关节运动能力、末端
定位精度等功能性能均满足
设计预期；机械臂操作负载所
表现出的刚度特性，表明机械
臂具有执行大负载转移任务
的能力；同时，科研人员还获
取了在轨失重环境下机械臂
运动学模型参数。这些成果
为今后机械臂转位实验舱、舱
外大型载荷照料等任务奠定
了坚实基础。

“空间站核心舱完成了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达到
了预期目的。目前正在开展
能力评估，进一步挖掘核心舱
潜力，提质增效。”空间站系统
总设计师杨宏表示。

据《南方都市报》、新华社

中国空间站第2个实验舱段梦天实验舱
已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问天

同盼“梦天”
天和

2021年4月29日，中国文昌，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搭载着中国空间站首
个舱段——— 天和核心舱，在海天之间划出一道长长的尾焰，飞向太空，开启了空
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2022年7月25日10时03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
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问天入列后，
当前空间站组合体由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和天舟四
号货运飞船组成。据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空间站第2个实验舱
段——— 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近日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各项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天和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的模
拟图像。

梦天实验舱近日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