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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设施很齐备

近日，一段航天员“装修”空间站
卫生区的视频，让人们对太空生活产生
了更多兴趣。视频中，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和杨洪波仔细研究安装说明，亲
自上手“搞装修”，将卫生区的设施一一
组装到位。

从太空生活必备的卫生区、独立睡
眠区，到各具特色的锻炼区和就餐区，
天和核心舱的舱内活动空间从天宫一号
的15立方米提升到了整站110立方米。

在健身区，核心舱内有太空自行
车、太空跑台、抗阻锻炼装置等设施。
与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太空跑台增加
了重力模拟装置，可施加一定压力将航
天员束缚在跑步机上。如此一来，航天
员可以在相当于正常重力的环境下运
动，既锻炼了骨骼肌，也可通过压迫骨
骼刺激骨的重建，有效应对失重给人体
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太空自行车可以通过增加间歇或者
冲刺的运动状态，刺激航天员的心率阈
值，增加心血管的调节能力。在蹬车运
动时，航天员需佩戴专用的呼吸器强化
心肺功能，还有专门的上肢锻炼模式装
置增加全身锻炼效果。

无论在地球还是太空，科学健身都
很重要。在空间站传回的视频中，聂海
胜在 15分钟的太空跑步后，摘下重力模
拟器，对小腿进行按摩，缓解肌肉疲劳。

开展日常的生活照料、身体锻炼，
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身健康状态，
是航天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据了解，每
位航天员每天需锻炼约两个小时，以防
止心血管功能失调、骨质脱钙、肌肉萎
缩等“太空病”。

生活方式“很地球”

在航天食品方面，天和核心舱内配
置了 120 余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品
种丰富、口感良好、长保质期的航天食
品。早餐有面包和粥，还有酱萝卜、卤
鹌鹑蛋等美食；午餐有炒饭、猪排、土
豆、牛肉汤等，还有特色食品粽子；晚
餐有金枪鱼、油麦菜、香菇……再加上
水果、巧克力、饼干等辅食，航天员不
必担心在太空吃不饱、吃不好。

此外，就餐区域配置了食品加热、
冷藏及饮水设备，还有折叠桌，方便航
天员就餐。在不久前公布的视频中，很
多人跟随 3 名航天员过了一把太空“吃
播”瘾。

空间站里设计了独立的睡眠区，确
保航天员不受干扰，享受相对高质量的
睡眠。虽然还是要到睡袋中休息，但航
天员不必像以前那样“站着睡”，而是可
以安心“躺着睡”。

除了一些要在夜晚完成的特殊任
务，航天员的休息时间大都与地球上一
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
计师黄伟芬表示，地面的工作人员早上8
时上班，航天员也要在那时沟通当天的
工作计划。每晚八九时下班前，天地还
会就当天和明天的工作进行例行沟通。

在太空洗浴也是一个难题。虽然不
能像在地球上一样淋浴、泡澡，但航天
员可以将湿毛巾加热后擦拭身体。洗头
时则把浴帽套在头上，用免洗洗发液揉
搓洗净。同时，空间站内还有一间“包
裹式淋浴间”，航天员可以在其中用喷枪
冲洗身体并擦拭干净。

工作之余时，航天员的休息生活也
多 姿 多 彩 。 空 间 站 内 实 现 了 “ 移 动

WiFi”全覆盖，创造了一个智能家居的
生活空间。每一个航天员都有一个手持
终端，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通过应用调节
舱内照明环境，如睡眠模式、工作模
式、运动模式等，通过舱内灯光的变化
调节情绪，避免长时间处于单调环境所
带来的不适。此外，航天员还可以视频
通话，也可以即时接入移动终端，在空
间站享受网络生活。

天地通讯很便利

7 月 4 日，经过约 7 小时的出舱活
动，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
的既定任务，标志着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是出舱活动还是空间站内的工
作生活，都离不开天地间的大力协同和
舱内外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出舱活动
时，与地面建立高速及时的通信联系尤
为重要，这是对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与地
面测控站间通信能力的一大考验。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第三代中
继终端产品，通过与中继卫星天链一号
和天链二号建立中继链路，实现中继通
信，确保航天员与地面通信的实时畅
通，好比在太空中搭建了地面与中继卫
星、中继卫星与航天员之间的“天路”。

空间站中继终端与其他型号在设计
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保证在轨使用的
长寿命，需要具备在轨可维修性。为此，空
间站中继终端采用了集成化、模块化的设
计思路，在保证传输信号质量的同时，方
便航天员维修更换。与上一代系统相比，
该产品具有通信距离更远、通信速率更
高、工作寿命更长等特点，同时具有更强
的空间环境抗电磁干扰能力，并支持多名
航天员同时出舱活动时的通话功能。

机械手臂很给力

在出舱活动中，空间站核心舱机械
臂引人注目，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
的能力在出舱活动中得到了展示。

核心舱机械臂是目前同类航天产品
中复杂度最高、规模最大、控制精度最
高的空间智能机械系统，主要承担舱段
转位、航天员出舱活动、舱外货物搬
运、舱外状态检查、舱外大型设备维护
等八大类在轨任务。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展开长度
为 10.2米，最多能承载 25吨的重量，是
空间站中的“大力士”。作为中国航天事
业发展的新领域，科研人员在研制过程
中在关键技术、原材料选用、制造工
艺、适应空间站环境的长寿命设计等方
面均取得了突破和创新，全部核心部件
实现国产化。

据专家介绍，机械臂肩部设置了 3
个关节、肘部设置了 1 个关节、腕部
设置了 3 个关节，每个关节对应 1 个自
由度，就如同人的手臂一般，具有七
自由度的活动能力。通过各个关节的
旋转，机械臂能够实现自身前后左右
任意角度与位置的抓取和操作，为航
天员顺利开展出舱任务提供强有力的
保证。

为扩大任务触及范围，空间站核心
舱机械臂还具备“爬行”功能——核心
舱机械臂采用“肩 3+肘 1+腕 3”的关
节配置方案，肩部和腕部关节配置相
同，这意味着机械臂两端活动功能是
一样的。机械臂通过末端执行器与目
标适配器对接与分离，同时配合各关
节的联合运动，从而实现在舱体上的
爬行转移。

“夜空中最亮的星”，你看到了吗？连日来，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频繁过境，引得各地天文爱好
者争相观测、拍摄，一睹“天和”的亮丽身影。

而在天和核心舱内，3名中国航天员已经生活和
工作了近1个月的时间——吃穿住行有序规律，核心
舱里越来越有家的感觉；首次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一系列技术突破惊艳亮相……

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⑥

空间站 工作生活两不误
本报记者 刘 峣

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广大
科技工作者以与时俱进的精
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
不拔的定力，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工程师群体是提升科技
水平、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中坚力量。在中国从大国迈向
强国的关键战略时期，在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的
背景下，亟须一大批具有国际
视野、创新能力、担当精神的
工程师集智攻关。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
目标下，建设科技强国，工程
师大有可为。

爱国奋斗，是中国工程
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想信念和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赤子情怀。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
实现个人和国家的共同进步。

自立自强，是中国工程
师创新创业、勇攀高峰、永
创一流的毕生追求。进入新
时代后，我国许多领域已由

“跟跑”进入“并跑”甚至
“领跑”阶段，工程师群体
需 要 拿 出 敢 为 天 下 先 的 勇
气，以创新驱动占据技术制
高点。

大力协同，是中国工程师
坚持系统工程思想，开放包
容、凝心聚力的工作理念。工
程师是众多环节的协作枢纽，
需要统筹考虑技术、进度、资
源、人文、环境等条件，从整体
出发，通力合作。工程师的协
作精神直接决定着工程系统
效率和质量。

严谨规范，是中国工程
师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科
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工程师
是绘制设计蓝图并将设计蓝图变为现实的人，任
何差错都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职责和使命
要求他们尊重科学、吃透技术、把握规律，严格
按程序、按标准办事，把事情做对做好。

坚忍不拔，是中国工程师实干兴邦的品格和
静得下心来、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品
质。面临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挑战，工程师群
体更需要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始终以钉钉
子精神打磨世界一流的科技工程。

激发工程师创新活力，服务科技经济发展，
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工程师群体共同努力。
如利用工程师联合体为工程师提供知识产权服
务、进修晋级服务、创新创业服务，开展杰出工
程师评选等，发挥平台的支撑作用；完善工程师
人才认定办法，通畅工程师晋级通道，减少人才
发展的制度束缚，让工程师最大化享受到新时代
的制度红利。

当前，深空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工
程师群体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
努力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重要科技领域
实现新跨越发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作者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第一设计部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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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来
被全球 AI 行业视为风向标。今年的盛会
上，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风向”？

驱动产融数字化转型

如果把转型中的金融行业比喻成一辆
车，数据“燃料”的质量将直接决定决策“引
擎”的性能。与会者表示，在产融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数据智能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数库科技创始人、总裁沈鑫表示，伴
随数据需求从“流程自动化”转向“决策
智能化”，实现产业到企业的完整动态全
景画像成为产融数字化决策的基础目标。

幻方量化合伙人徐进透露，在自建AI
超级计算机“萤火”的支持下，量化模型
正利用行情数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产
业链信息等另类数据，通过深度学习为股
票定价。

为企业运营“画龙点睛”

对于零售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战略
重点由“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已
成大势所趋。但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为
何仍难解决获客成本高、转化率和复购率
低等“痛点”？传统企业转型有赖智能运
营决策大脑的支持。

“作为商业决策的底层核心技术，商业
AI的优势是能精准找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
系，从而预知未来并做出决策，为企业经营

‘画龙点睛’。”画龙科技创始人宋碧莲说。
宋碧莲透露，画龙科技的智能运营决

策机器人“AI 运营官”拥有以数百个 AI

算法构成的智能运营决策大脑以及数据处
理、商机转化等 5个中心，可为私域流量
实现权益优化、成本优化等全生命周期的
智能运营。

在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管维镛
看来，新发展格局下，挖掘商业价值的方式
正在发生转变。商业AI技术的广泛应用，有
望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

推动AI技术造福人类

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如何确保其
安全、可信和公平？可信AI被认为是数字时
代抵抗风险、实现科技“普惠”的关键。

蚂蚁集团副总裁、首席AI科学家漆远

透露，集团在可信AI技术体系中正式上线
部署的“智能对抗”技术，可借助“双手
互搏”演习机制，让AI模拟黑产对自身发
起攻击，从而实现风险识别和抗击打能力
的自动进化升级。目前，“智能对抗”技
术已覆盖支付宝风控的反欺诈、交易安全
等多个场景。

此次大会上，20多家机构、组织和企
业，面向全球发布《促进可信人工智能发
展倡议》，号召行业坚持技术向善，确保
可信AI造福人类；坚持权责共担，推广可
信AI价值理念；坚持健康有序，推动可信
AI行业实践；坚持多元包容，凝聚可信AI
国际共识。

（据新华社电 记者潘 清）

人工智能大会探“风向”

参观者参观者 （（中中）） 在在
20212021 世 界 人 工 智 能世 界 人 工 智 能
大会展会现场体验体大会展会现场体验体
感机器人玩具感机器人玩具。。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方方 喆喆摄摄

近日，山东科技大学举办暑期“名企游学”活动，百余名大学生走进位于青岛的科技
产业综合体和重点企业，参观企业车间，与员工互动交流，为职业发展“热身”。

图为大学生在生产车间学习机器人设备知识。 韩洪烁摄 （人民视觉）

车间车间““游学游学””

据新华社电 （记者董瑞丰） 记者日前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自主研发
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原型机近日实现10mK以
下极低温，比绝对零度仅高 0.01 度，可为量
子计算等前沿研究提供极低温条件保障。

稀释制冷机是一种能够提供接近绝对零
度环境的高端科研仪器，在凝聚态物理、材
料科学、粒子物理乃至天文探测等科研领域
有着广泛应用。近年来非常热门的量子计
算，部分技术路线需要极低温环境，也有赖
于稀释制冷机的支撑。

不同于依赖液氦辅助降温的传统湿式稀

释制冷机，无液氦稀释制冷机无需液氦供
应，内部空间大，连续运行时间长且运行维
护方便，近10年来日益成为国际主流产品。

据介绍，此次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原
型机实现了 10.9mK 的连续稳定运行，满足超
导量子计算需要的条件，单冲程运行模式可低
于8.7mK，基本达到国际主流产品的水平。

作为我国低温实验技术和低温物理研究
的发源地，中科院物理所曾在20世纪70年代
末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湿式稀释制冷机。
科研团队表示，未来还将优化技术，进一步
提升产品的易用性和稳定性。

国产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取得突破

▶ 由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舱内航天员聂海胜配合
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