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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7 月 24 日，中国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成功进入太空。作为
中国空间站首个科学实验舱，也
是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组成
部分，问天实验舱将为航天员在
轨工作生活提供更大空间，也为
空间科学研究提供更大平台。

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全长 17.9 米，直径

4.2 米，发射重量 23 吨，比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更

高、更大、更重，将为航天员提供专用的生活和

工作场所。问天实验舱竖起来有 6层楼高，体积

和重量跟北京地铁 13号线列车的一节车厢差不

多，是全世界现役在轨最重的单舱主动飞行器。

问天实验舱配置了与天和核心舱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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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与核心舱一起来支持两

艘载人飞船轮换期间 6 名航天员的生活。科

研人员说，问天实验舱的加入，使得空间站空

间更大，航天员活动空间更充裕。比如，可以

把太空自行车从天和核心舱拆到问天实验舱，

增加通道通过性。未来，太空授课也会“搬”到

问天实验舱进行。

结构上，问天实验舱由用来完成科学实验

的工作舱、支持太空出舱的气闸舱及储备上行

物资的资源舱 3 部分组成。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舱长达 9 米，是目前

我国航天器中体型最大、承载最重的密封舱，

也是世界第二大单密封舱体，这里还是航天

员的生活工作场所。工作舱的储物空间也不

小，达 60 立方米以上。为提升航天员的居住

舒适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结构

与机构设计团队进行了大量人性化设计，如

可翻转式柜门设计，让储物效率更高。航天

员的 3 个独立“卧室”，每间自带防辐射舷窗，

在休息时可安心欣赏舱外风景。舱内设置的

独立卫生区，进一步提升了私密性。设计人

员还在舱壁上设计了防护结构，使得密封舱

能 够 在 严 酷 的 太 空 环 境 中 坚 固 耐 用 、稳 定

运行。

问天实验舱的一大特点是配置了全新的

出舱气闸舱，这是未来空间站完全建成后航天

员的主用出舱口。新的气闸舱出舱口朝下，更

为宽敞，航天员出舱更方便。

与以往传统密封舱不同，气闸舱首次采用

“外方内圆”的构型方案，视觉效果十分独特，

是空间站系统唯一一个看上去是方形的舱体，

里面则为圆柱状。作为我国最大的专用气闸

舱，出舱口比以往舱门更大、保护装置配备更

齐全，在轨组装应急舱门则为航天员出舱活动

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航天员通过新的气闸

舱进行出舱准备和舱外返回时，可以更舒展、

更从容，出舱活动、开展舱外实验更为便利。

由于出舱口变宽，航天员还能携带大个头的设

备出舱工作，舱外工作能力大大提升。

与天和核心舱相比，问天实验舱还具备更

强的超万瓦级的供电能力、千兆级的信息传输

能力。问天实验舱同时具备对空间站组合体

的管理和控制功能，可以接管对空间站组合体

的操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空间站的可靠性。

比天和核心舱更高、更大、更重

在外形上，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有明

显不同，前者尾部有一对巨大的“翅膀”，也就

是太阳能帆板或称柔性太阳电池翼。

问天实验舱配置的是目前国内研制的最

大面积可展收柔性太阳翼，单翼全展开状态下

最长达 27 米，展开面积可达 110 平方米。无论

是展开面积还是供电能力，这对“翅膀”都达到

了天和核心舱太阳翼的两倍之多。

在太空运行中，问天实验舱的这对太阳能

帆板能以最佳角度面向太阳，避免飞行过程中

被其他舱段遮挡阳光。问天实验舱的每天平

均发电量，能为空间站运行提供充足的能源，

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一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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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外，配置了一

个 5 米长的小型机械臂。这套 7 自由度的机械

臂小巧、精度高，最大负荷能力达 3 吨，虽然拖

动能力小于核心舱的大机械臂，但方便抓取中

小型设备，操作更为灵巧。它既可以单独使

用，也可以跟核心舱的大机械臂组合为 15 米长

的组合臂，能在整个空间站不同舱段之间“爬

行”，共同完成航天员的出舱、舱外设施照料、

巡检等任务。

在问天实验舱舱体上，还集成了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对舱体结构的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

控。一旦出现空间碎片撞击或舱压异常下降

事件，系统会立即自动响应、快速报警，并对撞

击进行高精度定位，为航天员显示出撞击区域

图形，大大减少航天员详细定位撞击漏孔的时

间，进一步保障太空驻留安全。

据航天员系统专家介绍，此次问天实验舱

还搭载了航天员生活、工作所需的部分产品，

包括全套厨房设备。这相当于空间站组合体

有了两套太空厨房，提高了航天员生活的便利

性。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轨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和其他便携式电子产品，问天实验舱也配套了

与天和核心舱相同的充电设备，和地面使用的

电源适配器功能类似，有效扩展了空间站的便

携式电子产品充电能力。

此外，航天员系统还在问天实验舱内配套

了全套舱外航天服的出舱支持设备，出舱活动

任务期间可支持航天员的舱载供氧、制冷等过

闸功能。平时气闸舱可支持舱外航天服贮存、

在轨检测、航天员训练。

当问天实验舱和天和核心舱对接到位，航

天员将会使用专用扳手打开实验舱闸门，启动

舱内生命维持系统，完成科学实验柜的组装，

并开展科学实验。

柔性太阳翼单翼展开面积可达 110平方米

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

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完成建造后，意

味着国家太空实验室也将建成，并将开展长

期、多领域、大规模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师、中

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吕从民介绍，问天

实验舱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为主，在

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

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

领域规划部署了研究主题。通过这些科学

项目的实施，关注生命生长发育和人的健

康，探索人类长期太空生存所面临的一系列

科学问题。

作为空间站内进行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的主要场所，问天实验舱舱内配置了生命生

态实验柜、生物技术实验柜、科学手套箱与

低温存储柜、变重力科学实验柜等科学实验

设施，就像把一个大型科学实验室搬到了太

空。其中，两个生命科学实验柜和变重力科

学实验柜是开展科学实验的场所，科学手套

箱为航天员对科学样品精细操作提供安全、

高 效 支 持 ，低 温 装 置 用 于 实 验 样 品 在 轨

存储。

吕从民说，生命生态实验柜以多种类型

的生物个体为实验样品，将开展拟南芥、线

虫、果蝇、斑马鱼等生物的空间生长实验，揭

示微重力对生物个体生长、发育、代谢的影

响，促进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理解。这意

味着空间站里也会“种草”“养鱼”。

在问天实验舱舱外，还部署了能量粒子

探测器、等离子体原位成像探测器等，用于

获取空间环境要素数据，为航天员健康、空

间站安全运营提供保障支持，并用于空间环

境基础研究。

将进行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问天”升空，叩问苍穹。在万众瞩目中，

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这一迄今为止我国最

大最重的航天器，顺利开启“问天之旅”。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零窗口”发

射，将问天实验舱成功送入太空。在海滩、椰

林之间目睹火箭升空的人们，热情更胜骄阳，

为中国航天又一次壮举纵情欢呼。正在空间

站组合体中飞行的中国航天员，正满怀期待

迎接空间站新成员的到来。

作为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和首个科学

实验舱，“问天”的发射至关重要。对以天和

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

型的天宫空间站来说，问天实验舱的升空以

及后续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意味

着中国“天宫”又完成一个关键的建造节点。

一步一个脚印，“天宫”正以稳健有力的步伐，

向着自己的梦想越走越近。

“问天之旅”是一次自信之旅。这种自

信，既体现于延续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向的

“习惯”——发射前精确宣布发射时间，实际

发射时间分毫不差，同时也反映在迎接和战

胜新的挑战之中。将问天实验舱这个庞然大

物精准送入太空轨道，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

火箭和文昌航天发射场都要蹚过“零窗口”发

射这道关口。可以说，在大发射塔用大火箭

把大航天器送入太空，航天人满怀自信又干

了一件大事。打开“天宫”画卷，时光铺陈的，

不仅仅是一个个航天器穿梭太空的轨迹，更

是中国航天人一次次以自信和豪迈在太空刻

下的中国印记、写下的中国奇迹。

“问天之旅”也是一次求索之旅。问天实

验舱为科学而生，“问天”即叩问苍穹，探索浩

瀚宇宙，探求未知奥秘。建造中国空间站的目

的，正是要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提供得天独厚的科学研究平台。庞

大的太空计划显示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

进入太空的雄心壮志，为科学探索而进行的

“问天”之举，更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创新

的重视和长足考量。就像科学家形容的，当问

天实验舱那一对长长的柔性太阳电池翼展开

时，像是一架被缓缓拉开的手风琴在宇宙中奏

响美妙乐章，“为科学而飞”也始终是中国航天

“问天之旅”的主基调。

问天实验舱启程“问天”之时，远在火星的

“天问一号”也迎来发射两周年。仰望星空，

“问天”和“天问”，一近一远，无论是 400公里高

度的太空家园，还是数亿公里外的火星探险，

都彰显着我们的创新永不停歇、探索永不止

步。脚踏实地，在不懈追求航天梦的道路上，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迈得更稳更远。

问天之旅，奏响探索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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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灵魂，那么公共图书馆就是城

市重要的文化支点。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今天

的 公 共 图 书 馆 不 断“ 修 炼 内

功”，加快数字化建设，馆藏资

源进一步丰富，利用率进一步

提高，从曾经单体的公共服务

设 施 转 变 为 集 藏 、借 、阅 、咨 、

视、听、创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

综合体。

丰富阅读打开方式

走进四川成都的天府人文

艺术图书馆二楼，墙上“边走边

听万卷书”的标识提醒着读者

已进入有声读物区。扫码、登

录、点单、戴上耳机，便可开启

“云端”听书之旅。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说，

如今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

提供藏书和借阅的地方，更是

一个将读者与知识、体验、创新

力联系起来的场所。

早在 2004 年，成都图书馆

就建成了数字图书馆，经过多

年 积 累 ，馆 藏 数 字 资 源 丰 富 。

如今已有电子图书 160 万余册、

有声听书 10 万小时、电子期刊

3000余种、视频 15万余集。

当前，四川不少公共图书馆都持续推进具有地方特

色的数字资源建设。比如攀枝花市图书馆从 2019 年启

动建设了 3 个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项目；阆中市图书馆

的数字古籍数据库将 300 余册古籍数字化。

动态管理阅读数据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入口处有一块展示屏，实时动

态更新着成都市 22 家公共图书馆的进馆人次、图书借阅

人次、读者分析等数据。

成都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任王承佳说，通过数字后

台管理端，图书馆的各业务部门能够快速掌握馆藏资源

的检索、浏览、借阅等情况，再综合研判，作出科学的采购

和服务管理决策。

如何进一步优化图书馆的既有功能？天府人文艺术

图书馆大胆尝试，把图书馆与科技、旅游、生活美学场景

等多行业跨界融合起来。

“我们配置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智能图书馆管理系

统、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智能场馆、机器人馆员、智慧墙

等设施，不仅方便读者，管理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肖平

说，主题分馆充分以景区化、景点化、可参与标准重塑空

间布局，使图书馆成为时尚的旅游、阅读、休闲体验空

间。此外，主题分馆打破传统图书馆模式，采用书店图书

展陈方式及文创售卖方式等，不断丰富完善图书馆业态。

共享馆群数字资源

去年 3 月，成都全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合并成功，标志

着成都市通借通还模式从分布式集群架构向多级总分馆

集群架构转型。成都市郫都区图书馆的窗口馆员小李介

绍，这样更有利于制定统一的编目规则，大大提高了管理

效率。

早在 2014 年，成都图书馆就作为中心馆，与 21 个区

（市）县馆共同组成公共图书馆联盟。2015 年，成都图书

馆发挥联盟优势，整合全市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搭建了

成都市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打破单馆服务壁

垒，实现全市数字资源整合。

如今，成都全市 1520 万社保卡持卡人已成为公共图

书馆联盟的读者。全市共建立分馆 578 个，各类图书流

通点 1593 个，有效打破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边界、提升了

图书馆基础服务效能。

据统计，2021 年，成都市各公共图书馆全年接待读

者 682 万人次（含数字图书馆 596 万人次），较 2020 年增

加了 153 万人次；书刊流通量为 47 万册次；举办公益讲座

137 场，展览 83 期，阅读推广活动 96 场；官方网站浏览量

41 万次，数字图书馆资源下载 560 万篇册次。

馆群的联动不限于成都。 2020 年 12 月，成都图书

馆、德阳市图书馆、眉山市图书馆、资阳市图书馆共同签

订了《“成德眉资”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成德

眉资公共图书馆联盟就此成立。通过业务合作与服务融

合，4 城公共图书馆实现服务效能叠加，自身综合服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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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7月 24日电 （记者张腾扬）22 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雄安 雄安》在雄安新区开机。在

雄安新区设立 5 周年之际，纪录片《雄安 雄安》将通过

“思想+艺术+技术”创新融合，向海内外生动展现雄安新

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美好图景。

据悉，纪录片《雄安 雄安》通过讲述有力量、有温情、

有韧性的雄安故事，解读雄安从“一张白纸”到“拔节生长”

的升级密码，记录“千年之城”的时代影像。

本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刘阳）23 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央博”数字平台建设

在北京启动。

据介绍，“央博”数字平台将以“央博”APP 为载体，汇

集国家级文化战略资源，把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美术院

校及知名艺术家的典藏文物、艺术作品、美育课程等聚合

在一起，通过融媒体平台展示给广大受众。平台将利用

3D 数字展馆形态构建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体系，通过虚

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手段，创造丰富的交互场景。

纪录片《雄安 雄安》开机

“央博”数字平台建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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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实验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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