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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圆梦乘组”出舱、返回，到
“博士乘组”亮相、进驻；从第二届
“天宫画展”除夕上新，到一系列在
轨科学实验和试验顺利进行……半年
多来，进入常态化运营模式的中国空
间站，留下了许多高光时刻。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发布了2023中国载人航天年中“成绩
单”，28 项内容串联起了中国载人航
天半年来的精彩故事。

电推进系统实现首秀

在这份“成绩单”中，最近的一
项任务是空间站电推气瓶出舱安装。
在天地协同配合下，首次采用“换
气”而非“补气”的方式完成电推进
剂补加，对空间站长期轨道维持和安
全平稳飞行起到重要作用。

据了解，电推进系统的工作原理
是先将氙气等惰性气体转化为带电离
子，再把这些离子加速、喷出以产生
推进力，从而完成航天器的姿态控
制、轨道修正和轨道维持等任务。天
宫空间站的电推进系统是这一系统在
载人航天领域的首秀。安装在舱外的
大气瓶就像是空间站的“外挂”，其
携带的推进剂可以支持电推力器长时
间的轨道维持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装任务是
由航天员和空间站机械臂协同完成
的。大气瓶首先由航天员进行舱内组
装、自检及测试，通过自动出舱装置
送至舱外，随后舱外机械臂抓取并将

其转移、对接到安装位。
为了实现贮气模块的在轨安装，

设计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简化版
的浮动对接形式，极大提高了对接的
容差能力和可靠性，即便在轨多次拆
装也能保证精度、满足要求。得益于统
一的接口设计，空间站外可以安装不
同容积、不同工作压力的气瓶，工质
也不限于已有系统的氙气，并可根据
技术发展情况上行不同工质推进剂。
正常情况下，在大气瓶内的推进剂耗
尽后，机械臂会自动进行在轨更换，
同时也支持航天员手动更换气瓶，保
证“兼容”，实现推进剂替换简单、
高效、可靠的目标。

科学实验和试验稳步推进

安装电推气瓶是神舟十六号乘组
的在轨工作任务之一。自5月30日进
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博士乘组”航
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共同协
作，高频次、高效率地开展了载荷出
舱、设备测试、实验项目实施、舱段
检查维护等工作。

“成绩单”显示，6 月 9 日至 10
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完成了梦天实验
舱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出舱
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舱外辐射生
物学暴露实验。航天员近日在天和核
心舱内开展了细胞学研究样本回收工
作，包括回收取样液袋、细胞培养板
回收、样本转移等步骤。此外，航天
员还进行了应急呼吸装置在轨测试，

该装置是专为航天员设计，以应对压
力应急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今年，随着国家太空实验室搭建
完成，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和宇宙空间
探索进入崭新阶段。半年来，航天员
在轨开展了多项科学实验和试验。

今年3月，在地面科研人员和航天
员协同配合下，神舟十五号乘组完成了
燃烧科学柜实验系统首次点火测试，点
火实验采用甲烷作为燃料，高速相机清
晰地拍下了整个点火和燃烧过程，为后
续项目顺利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项目
开展了在轨实验并取得成功，首次在
航天飞行过程中获取航天员皮肤表皮
及真皮浅层的三维图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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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转换效率等综合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 5 月，经过为期 5 个多月的
在轨观测试验，中国首次成功实现
在轨对导电环磨屑产生过程和团簇
现象的观测。与此同时，空间站航
天技术试验领域也完成我国首次液
态金属热管理在轨试验，取得系列
关键技术成果。

在后续的空间站任务中，神舟十
六号乘组还将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
模在轨实验和试验，有望在新奇量子
现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频系统、广
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
面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同时，航天
员将继续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
动，让载人航天走进中小学生课堂。

空间站构形多次变化

今年5月10日，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成功升空。6 月 6 日，先期撤离的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独立在轨飞行 33
天之后，完成了与空间站组合体的再
次交会对接。目前，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和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天舟五号及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组成了空间站“三舱三船”的全
新构型。

几个月后，中国空间站的构型将产
生新的变化。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升空
前，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将会再次从空间
站撤离，再入大气层完成烧蚀销毁。

今年，空间站工程进入应用与发
展阶段，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
式。按照此前公布的任务规划，神舟
十六号和神舟十七号乘组将在今年下
半年完成在轨交接。

据专家介绍，中国空间站的真正
构型共有 53 种。为进一步支持在轨
科学实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
造更好的条件，中国还将适时发射扩
展舱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
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在
展望空间站未来发展时表示，中国
空间站组合体将成为“太空母港”，
包括巡天空间望远镜在内的航天器
可进行伴飞。当需要维修和燃料补
给时，航天器可自主对接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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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美施、陈喆、周薇）去
年 6 月，由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和深圳排放权交易
所联合打造的居民低碳用电“碳普
惠”应用上线。1年多来，已有80.5
万户家庭开通碳账户，累计减碳量约
1.2 万吨，等效节约标准煤约 4516
吨。目前，深圳供电局正在开展第三
方核算认证工作，核证完毕后的减碳
量可在深圳市碳排放交易所进行交
易或用于公益。

据了解，电力作为我国碳排放
占比最大的单一行业，减排效果对
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去

年，深圳供电局与深圳生态环境局
共同编制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
法学》，上线了居民低碳用电“碳
普惠”应用。在该应用上，居民家
庭用电每日减排量、累计减碳总
值、减碳排名和减碳日历等信息一
目了然。

未来，深圳居民可以利用减碳
量参与公益活动。在交易方面，深
圳排放权交易所将把得到授权的居
民减碳量在其交易平台上架，供高
耗能社会团体或企业购买以抵消自
身碳排放，为家庭用电减排量提供
可收益的创新模式。

深圳居民用电“碳普惠”一年减碳逾万吨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学院将大学生学科竞赛作为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有力抓手，大力构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图为台州学院学生团队展示其设计的膝关节助力外骨骼机器人。
杨思远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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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到来，安徽省阜阳市科技馆吸引了许多中小学生前来参观、体
验、探索，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图为青少年在科技馆中了解宇宙相关知识。 王 彪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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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人工
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创新企业
展出了各自的机器人创新产品，各界
人士举行跨领域高级别对话，聚焦关
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人工智
能应用程序的注册管理、授权专业组
织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等主题。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
创立于 2017年，由联合国信息和通
信技术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发
起，旨在确定人工智能的实际应
用，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今年的峰会是 2019年后首次回
归线下，同时也有线上议程。

跨界的高级别对话是峰会的亮
点。参加对话或主题演讲的嘉宾包
括科技公司的高管，如谷歌“深度
思维”公司首席运营官莉拉·易卜拉
欣、亚马逊公司首席技术官维尔纳·
福格尔斯等，还有近年来有影响力的
科技类畅销书作者。面对人工智能
开放的平台与未来，与会人士畅所欲
言，展望未来前景的同时也探讨了如
何加强监管、完善全球治理等挑战。

人形机器人被形容为“科学与
想象力的兴奋交叉点”，它们具有拟

人化的设计，也接近人类的外表和
行为，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等
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会场
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和专业机器人的
交互应用场景。

不过与外观接近人类的人形机
器人相比，今年与会代表关注的热
点，是智能和交互性更接近人类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今
年以来，以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迅速涌现，如
何为其发展建立“护栏”、如何对人
工智能展开全球治理是峰会高层对
话关注的方面。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多琳·波格
丹—马丁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几个
月前，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震惊世界
时，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它无
与伦比，即使是科技界最著名的人
物也因此受到震撼。”

关于人工智能由谁负责监管的
问题，她认为企业不能够做到自我监
管，“各国政府需要参与其中，联合
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也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

模型爆炸式增长，以色列历史学
家、《人类简史》 三部曲作者尤瓦
尔·赫拉利教授在线上对话中回应
道：“我认为事情的发展速度比我们
预期的要快得多，甚至这一领域本
身也没有料到。”

赫拉利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面对自己的发明而无能为力，
因为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做出决定；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主
创造新想法的工具。

赫拉利表示，人类不能阻止人工
智能的开发，但相关的监管与约束不
能缺失。他举例说，为了保护金融体
系，政府对假币制造者采取非常严格
的法律措施，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制
定过禁止制造“假人”的法律。现在有
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创造“假
人”，可以与人类在线互动但不知道
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 让 我 们 向 世 界 展 示 一 个 包
容、安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可能
为人类做些什么。”波格丹—马丁
在峰会闭幕致辞上留下一个开放性
结语。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其冰）

AI迅速发展引发各方思考

人类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空间辐射生物学装置安装在梦天实验舱暴露平台空间辐射生物学装置安装在梦天实验舱暴露平台。。中国空间站模拟构型图中国空间站模拟构型图。。

图片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本报电（记者贺林平） 为落实 2021年中拉科技创新论
坛合作共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建设的中拉技
术转移中心日前在广东东莞揭牌，标志着中拉技术转移从
合作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当日还举办了中拉技术交流合
作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创新合作、共享发展，中拉

‘一带一路’高质量对话”主题，交流和分享推动中拉科技
合作的实践经验。

据介绍，新设立的中拉技术转移中心是中国科技部于
2022年批复同意建设的国内唯一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
国家级跨国技术转移机构，为中拉科技合作增添了新平
台。该中心以技术转移和科技合作为主线，将采取政府组
织与民间运营相结合的创新模式，通过组织企业对接交流
洽谈、适用技术培训、先进技术示范等方式，进一步促进
创新成果落地见效，服务中拉高质量共同发展。

近年来，从携手应对新冠疫情，到共同保障粮食安全，再
到联合研制卫星、观测宇宙，中拉科技创新合作成果丰硕，惠
及双边，增益世界。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表示，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是中国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中拉技术转
移中心将进一步为中拉整体合作增添新的内涵。

由东莞市科技局主管，东莞理工学院为理事长单位，
联合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东莞市清大技术转移中心共同
发起成立的东莞市普乐科技创新合作中心，是中拉技术转
移中心的实体运营机构。中心全职聘请巴西科学院院士袁
锦昀担任首席科学家，并初步构建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技
术转移地图，还与巴西、秘鲁达成了创新企业人才代表驻
莞合作意向。

袁锦昀表示，中心将通过开展科研合作、产业合作、
联合项目等，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提供支撑。“我们不仅要建设实体展览中心，还要打
造线上服务平台，构建科技创新信息库，发行中拉科技创
新合作电子杂志，发布技术需求，对接先进成果等。”

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