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

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 3 名中国航天员送

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次载

人飞行任务正式开启。

11 月 30 日 7 时 33 分，在“T”字基本构型

的中国空间站里，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

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

乘组一起在空间站里合影留念。后续，两个

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首次在轨轮换。

其间，6 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

约 5 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和交接任务。

空间站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模式，将迎来

哪些新变化？未来半年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

哪些使命？

看点一：
6 名航天员共同驻留空间

站组合体5天左右

神舟十五号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

明和张陆组成。航天员进入空间站后，将与

神舟十四号乘组共同驻留空间站组合体 5 天

左右。首次实施乘组在轨轮换，面临诸多挑

战。对此，航天员系统在选拔训练，健康、工

作、生活等驻留保障技术方面，都进行了充分

研究和准备。

据航天员系统专家介绍，一是在轨资源

优化保障。6 名航天员驻留在空间站狭小环

境内，合理分配睡眠区、厨房、卫生区以及锻

炼装置的资源，确保有限的空间、设备、物资

能够得到高效的保障。二是管理与协调好工

作计划。统筹两个乘组工作计划安排，避免

工作项目时间、空间和设备使用上冲突；针对

一个乘组撤离准备、一个乘组进驻适应期，特

别加强了每日工作计划管理，确保乘组间工

作有序交接。

乘组 6 人共处时间，工作与生活具体如

何调配？

专家介绍，乘组轮换期间，原则上两个乘

组按照各自任务和计划开展在轨工作，神舟

十四号乘组重点开展返回前准备工作，神舟

十五号乘组重点进行状态设置和在轨环境适

应，在轮换期结束前完成工作交接。

生活方面，在轨配置了两套厨房设备，可

同时进行进餐准备，根据空间大小选择一起

进餐或分场所进餐，两个乘组可分享食品。

两个舱段还配置了两个卫生区、六个睡眠区，

均可独立使用。

看点二：
“三舱三船”组合体首次建

成，同时停靠两艘飞船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发射的最后一艘载人飞船，也是“T”字

基本构型搭建后首艘造访空间站的载人飞

船，它的安全到“站”，标志着空间站首次建成

了由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

及两艘载人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组成“三舱

三船”的组合体。这也是空间站目前的最大

构型，总质量近百吨，向全世界展现着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的卓越能力。

在此次交会对接过程中，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 25 所研制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承

担了两个空间飞行器间距离、速度、角度等相

对运动参数的精确测量任务，全过程稳定输

出高精度测试数据，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保

驾护航。

任务期间，两艘神舟载人飞船首次同时

停靠空间站。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

载人飞船 GNC 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张一介

绍，神舟十五号停靠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神舟十四号停靠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两

艘飞船同时与空间站进行信息传递、通风换

热、并网供电等。

中国空间站首次同时停靠两艘载人飞

船 ，给 飞 船 身 份 识 别 和 在 轨 控 制 带 来 新 挑

战。张一说，乘组轮换期间，空间站要确保两

艘载人飞船信息传输的唯一性和正确性。空

间站系统也将同时向两艘载人飞船提供通风

热支持，送风量根据两船不同热环境进行合

理分配，并可根据需求进行分档调节。同时，

针对两船同时停靠的情况制定了协调匹配的

紧急撤离策略，全力确保航天员安全。

看点三：
改进 45项技术，火箭可靠

性再提升

此次任务发射窗口期正值寒冬，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天气寒冷，最低温度突破零下 20
摄氏度。

针对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在低温严酷

环境下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情况，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对发射场地面设备进行了全面更新改

造，科研人员对发射场配置的两套整流罩内送

风设备保障性进行确认，并按照温度上限进行

送风。同时，针对待发段可能出现的送风温

度偏低的故障情况，制定了风险控制预案，根

据情况开启推进贮箱地面电调温等，保证飞

船返回舱和推进舱推进剂温度满足发射要求。

此次任务是新批次长二 F 遥十五火箭和

全新的地面设备首次应用于载人发射任务。

较上一发火箭，长二 F 遥十五火箭进行了全面

升级优化，其中技术状态改进 45 项。同时，测

发控、供配气等地面设备也进行了 11项改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 F 火箭副

总设计师刘烽说：“新批次火箭的控制系统

应用了起飞时间偏差修正技术，使火箭点火

时间出现偏差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动修

正轨道，完成入轨和交会对接任务。同时对

遥测系统进行了升级迭代，遥测精度进一步

提升。”

自执行神舟十二号发射任务起，长二 F 火

箭采取“发射 1发、备份 1发”“滚动备份”的发射

模式，为航天员安全加上“双保险”。本次任

务中神舟十四号与神舟十五号两个航天员乘

组要进行在轨交接班，这意味着同一发长二

F 火箭在准备发射神舟十五号的同时，还承担

着对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的应急救援任务。

此次发射任务后，后一发火箭即长二 F 遥

十六运载火箭进入应急救援“值班”状态，执

行后续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载人发射任务。

看点四：
全面启用三舱科学实验机

柜，开展40余项科学实验

据介绍，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中将全面

启用三舱科学实验机柜。除日常维护照料空

间站外，神舟十五号乘组还将完成 15 个科学

实验机柜解锁、安装与测试，开展涵盖空间科

学研究与应用、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40 余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随着空间活动的蓬勃开展，研究生物包

括人类在失重、宇宙辐射等特殊空间条件下

的响应、生存、变化和适应规律，成为空间生

命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此次，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负责的空间应

用系统随神舟十五号飞船上行了“空间辐射

计量及生物损伤评估技术”和“空间微重力环

境调控植物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分子网络研

究”2 项科学实验的样品及实验单元。

其中，“空间辐射计量及生物损伤评估技

术”实验将在问天实验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

开展。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

究员蔡伟明介绍，实验通过微流控芯片流体

控制的方式对单个线虫进行培养、光学监测

和分析技术，建立一种空间辐射计量及生物

损伤评估的方法，为空间辐射损伤评估和医

学诊断与防护提供重要支撑。

据介绍，此前空间站的科学实验已经取

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后续随着实验装置

和实验样品持续上行，将开展多学科、系列化

和长期的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实现空间站科

学载荷的维护维修和升级更新，保持空间站

科学实验设施的先进性。

上图为 11 月 30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拍摄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神舟十五号3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将首次实施在轨轮换

中国空间站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余建斌

“这个盲盒里面加入了很多海

底元素，比如蓝色的水晶泥，还能挖

出仿制的宝贝和很多贝壳海螺，特

别有成就感！”10 岁的陶同学一拿到

广东省博物馆的最新文创产品——

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水下考古盲

盒，就兴奋地打开了，还跟妈妈蔡女

士分享自己的新发现。

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重视文

创产品设计开发，与多家单位共同

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

联盟，与广州美术学院、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等院校联合建立研发基

地，以机制创新激发创意活力。

提炼特色，形成
系列化、规模化开发

“这个文创设计得很用心，孩子

能了解水下考古知识，盒子还可以

作为收纳盒使用，好看又不浪费。”

蔡女士看着孩子玩得开心，自己也

很受感染，“好的文创能调动孩子去

博物馆的积极性，还能增加亲子互

动，一举两得。”

百花图系列、潮州木雕系列、水

下考古系列、粤滋味系列……近年

来，广东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

从馆藏珍品“镇馆之宝”、地域特色

文化等方面综合考虑，开发的文创

产品既具有实用性，又兼备审美性

和文化内涵。

在广东省博物馆的咖啡厅里，消

费者发现，菜单上不少新品都与当季

的展览相呼应，红楼梦主题食盒、明

清主题蛋糕……观众在逛展之余，还能透过味觉留住文化感受。

“策展人在策展之初，就会将文创内容考虑进去，这是配

套展览的重要部分。在展出期间，线上线下售卖文创，也与展

览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广东省博物馆文创产业部主任习阿

磊介绍，“在文创产品方面，我们已经逐步形成系列化、规模化

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受到观众喜爱。”

搭建平台，活跃大湾区文创产业交流

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创产业的交流合作，2019 年 12 月，广

东省博物馆联合香港设计总会、澳门设计师协会及省内多家

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创联盟。

“联盟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发起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吸引了不少港澳作品来参赛。”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

创联盟理事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陈邵峰介绍，获得首届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文博创意产品设计一等奖的作

品《家“荷”万事兴——澳门荷花茶具》，令评审专家眼前一亮。

“作者从澳门特区区徽得到灵感，创作了这套荷花茶具。

茶碟象征花瓣，茶碗是一个莲子的结构，中间的茶棚是莲蓬的

心，整个设计完整、美观。”陈邵峰介绍，大赛实现了设计者和

使用方、公司与个人的连接，文化创意设计不再停留在纸上，

而是真正能够实现落地。《家“荷”万事兴——澳门荷花茶具》

这件作品，就是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落地生产，据统计目前销

售额约 40 万元。

联盟还开展了文创人才培养、文创专题展览、文创宣传推

广、文创助力乡村振兴等，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文化创意产业交

流合作。2020 年 11 月，联盟策划的“物赋新蕴——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文物与旅游单位文创联展”在珠海博物馆展出，该展览共

有 38家大湾区内的文博、非遗、旅游景区等单位参展，香港设计

总会、澳门设计师协会也应邀选送文创精品展出，相关展品约

290件。“文创联盟搭建的平台，给大湾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互相

学习交流的机会。”澳门设计师协会会长周小良表示。

馆校合作，更好发挥设计资源优势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广东省博物馆、香港艺术馆、

澳门博物馆承办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

绸外销”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与展览配套的文

创产品也来到了澳门。

“此次展览的文创产品开发，发挥了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优

势和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资源优势。”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

付雪全程参与了馆校合作的流程。

“馆校双方通过组织调研、设计方案汇报、专家评审、产品

打样等多个阶段的工作，历时近一年，产生了 100 多件文创设

计作品，涉及丝织品、文具、绘本、桌游等多种类别，品类丰

富。”付雪说，为了对外展示馆校合作成果，博物馆还举办了馆

校合作文创设计作品展，“文创设计作品展与展览同期开放，

目前已有 6 款广绣纹样明信片投产销售。”

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开展馆校合作项目后，已与广州美术

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联合建立了研发基地，设

计了千余件文创作品，其中 30 余件优秀设计作品生产落地并

在馆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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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
逐梦深空

R

■解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R

本报北京 11月 30日电 （记者施芳）近日，北京纪念《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 50 周年主会场活动在颐和

园举行，现场揭晓“2022 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奖

结果，来自 6 个国家的 13 个项目获奖，包括中国的福建南天寺

保护项目、上海贵州西里弄项目、澳门 M30 电力供应和废物

收集一体化基建性项目、南京小西湖街区项目等 4 个项目。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旨在向公众全面

展示北京开展世界遗产保护的历程，共商挑战与发展共存的

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贡献力量和智慧。

据介绍，北京现有 7 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拥有世界遗

产最多的城市。从 1987 年至今，北京始终以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理念和标准不断提高遗产管理阐释水平，逐步形成包含

多元主体、多元资金、多元价值的北京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

系，逐渐打造出“世界遗产在北京”的文化品牌。

2022 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公布
中国4个项目获奖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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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来了！”

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30 日 7 时 33 分，

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里，中国航天员乘组，首

次“太空会师”。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6 个人竖起

大拇指同声喊着，“太空家园”留下珍贵合影。

穿越 400 公里天风，随神舟十五号安抵

的，是费俊龙、邓清明、张陆。

400 公里高处，天宫空间站翘首以待的，

是“太空出差”已半年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

“家门”打开，费俊龙第一个如鱼儿般游

入 。 节 点 舱 等 候

的陈冬，用一个大

大 的 拥 抱 欢 迎 老

大哥。

问 天 实 验 舱 ，

等候已久的刘洋、

蔡旭哲拥上来，热

烈“熊抱”。

首 次 飞 天 ，还

在适应太空失重的

张陆，进来时稍一

使 劲 ，就 要 飘 上

去。经验老到的刘洋轻轻一扶，张陆顺势稳

了下来。

他俩都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随着中国

空间站长期运行，这样的重逢，会是常态。

近 50 立方米的问天舱，宽敞亮堂。乳白

“墙壁”干净整洁，两侧麦苗“盆景”嫩绿。

激动稍歇，6 位战友围成一圈，迫不及待

唠起太空“家常”。

“我先代表神舟十四号任务乘组，再次欢

迎你们的到来！”陈冬是神十四乘组的指令

长 ，刚 刚 成 为 我 国 首 个 在 轨 驻 留 时 间 超 过

200 天的航天员。一番话，让战友们忍不住

伸出手，再度紧握。

“很感谢你们，你们这半年很辛苦，是最

繁忙最勤劳的。”作为我国首批航天员，费俊

龙执行过神六任务，深知其中甘苦。

“收获也很大。”陈冬答。

从 2022 年 6 月 5 日进入空间站，这个“最

忙乘组”先后 3 次太空出舱，在轨迎接了 2 个

空间站舱段、1 艘载人飞船、1 艘货运飞船，还

上了一堂“天宫课”。

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组装完成、天舟

五号货运飞船刷新交会对接纪录……半年

来，见证中国航天多个首次。这回，又亲历中

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接载人飞船来访、

首次在轨交接班。

“我一直就期盼着跟你们会师的这一天，

我们一起把空间站建好！”

“ 好 ！ 好 ！”邓 清 明 的 话 引 得 大 家 齐 声

赞同。

中国空间站建设与新时代同步。那一年，

中华民族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那一年，作为我国首批航天员中没有执

行过飞天任务、一直默默无闻做着“备份”的邓

清明，虽然已经 46 岁，仍投入了更加刻苦的

训练。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管如何艰难，

我从未想过放弃。”邓清明说。

神 舟 十 五 号“ 太 空 出 差 ”三 人 组 ，人 称

“追梦乘组”。 57 岁的费俊龙，17 年后再出

征；56 岁的邓清明，25 年终圆梦；46 岁的张

陆，首飞前艰辛训练 12 年。作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的第十次载人飞行，他们将在太空

见证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正式建成的圆梦

时刻。

新时代非凡十年，中国梦、航天梦、人生

梦交相辉映，成就了这激荡人心的相聚。

“这半年你们的工作，我们在地面也都看

到了。我们上来之后更多的是向你们学习。”

张陆说。

逐梦圆梦，是一程接着一程的奋斗。神

十五接过的，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

一 棒 ，更 是 空 间 站 应 用 与 发 展 阶 段 的 第 一

棒。接下来的 6 个月里，张陆他们要执行多

次出舱任务，还将首次从梦天舱气闸舱运出

货物，都是新考验。

“互相学习！”接过张陆的话头，陈冬说，

“和三位战友面对面站着，听到你们说话，真

是非常激动。分别了半年，今天我们在中国

空间站胜利会师，这一刻，更多的是骄傲和

自豪。”

“这一刻，我们真的是盼望已久。你们的

到来让我们的太空家园更热闹、更温暖。”中

国首位飞向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说。

10 年前，神舟九号飞船即将与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分离并返回地球，刘洋转身对着

天宫一号郑重敬礼：“我一定会再回来！”10 年

间备战空间站任务，拿下难度最大的水下训

练 ；10 年 后 再 次 飞 天 ，用 奋 斗 与 梦 想 拥 抱

太空。

“ 那 就 一 起 去 看 一 看 我 们 的 太 空 豪 宅

吧！”蔡旭哲急着带战友熟悉新家。

“真的很棒……”

费俊龙感触尤深。 17 年前中国人第二

次太空之行，他和聂海胜在飞船里待了 115
小 时 32 分 钟 。 想 要

展示太空“翻筋斗”，

无奈空间有限，难度

陡增。

从神舟飞船到天

宫实验室，再到空间站

组合体、“T”字基本构

型的中国空间站，航天

员太空居所不断扩容，

折射载人航天 30年跨

越发展，标注新时代十

年伟大变革。

“ 大 家 合 张 影 ！”陈 冬 提 议 ，众 人 围 聚

过来。

定格！“太空家园”团圆照，刻录下中国式

现代化强国梦的生动表情。

就在 9 天前，11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向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

研讨会致贺信，表达了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增

进人类共同福祉的信念。

宇宙深邃，地球蔚蓝，中国空间站正以每

90 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速度运行。此刻，浩瀚

太空中这个人类航天器，回荡着 6 个中国人

的激情话语，为新时代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

征作注。

“我们一起把空间站建好！”
本报记者 余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