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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契配合 顺利出舱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
完成了核心舱全景相机B在轨支架安装及
抬升、梦天舱全景相机A和B解锁及抬升
等任务。四度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从神
舟七号时舱内配合到此次出舱活动，用
15 年的坚守圆了“太空漫步”的梦想，
而航天员朱杨柱则成为中国首个出舱活
动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为何要抬升相机？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总体设计部空间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李学东说，通过抬升全景相机，可
以让航天员和科研人员的视场进一步扩
大。未来飞船的径向对接、太阳翼的巡
检等流程和工作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选拔训练室
主任王焰磊说，除了舱外相机抬升的主
任务外，此次出舱还有一个任务是舱外
载荷线缆的连接工作，出舱工作任务量
多、舱外活动路径长。

为确保出舱活动顺利，任务各系统
在出舱前进行了全流程的天地协同演
练，进一步完善固化了出舱程序，3名航

天员还进行了针对性的在轨训练。
王焰磊说，3名航天员的操作能力很

强，所有的任务都是一次完成，操作精
准到位，整个节奏把控得比较好，配合
也非常默契。

各项任务 稳步推进

自 5 月 30 日顺利进驻空间站组合体
以来，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
作近 2个月，为期 5个月的太空科研之旅
已完成超过1/3，承担的各项空间科学实

（试） 验任务扎实稳步推进。
入驻以来，面对繁重的空间科学实（试）

验任务，乘组很快适应环境、进入状态，先后
开展生命生态、空间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一
系列空间科学实（试）验，参与完成梦天实验
舱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空间站电
推进系统气瓶等出舱安装工作。

其中，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在
中国属首次开展。利用该辐射装置开展
研究，将为人体生物体辐射损伤、遗传
变异、辐射防护药品制备以及辐射风险
生物学评估提供有力支撑，对保证航天
员在轨长期健康驻留、推进实施载人登

月计划等具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神舟十六号航天员在轨

安装电推进系统气瓶，首次采用“换
气”方式完成了电推进剂补充，将用于
空间站长期轨道维持，提高空间站运行
的经济性和效能。

完成首次出舱任务后，3 名航天员将
在轨休整。根据计划，神舟十六号航天员
乘组后续还将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试）
验，参与完成多次应用载荷出舱安装任
务和空间站平台在轨维护维修等工作。

王焰磊表示，神舟十六号乘组的朱
杨柱和桂海潮都是教师出身，届时乘组
还会进行一次太空科普教育活动，“太空
课堂”将再次开课。

四大领域 征集项目

2022 年 7 月 24 日，搭载问天实验舱
的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1 年多来，中国
空间站建设成果丰硕，已进入为期 10 年
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近日，中国空间站空间科学与应用
项目申报系统正式开通，神舟十六号航

天员桂海潮发出邀请，诚邀科技界同仁
一起到“天宫”做实验。

为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空间应用、
空间技术全面发展，6月中旬，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空间站应用与发展
工程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指南（V1.0）》，面
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空间科学与应用项
目。此次征集涵盖空间科学与人体研
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和地球
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四大领域，各
领域下设若干主题和方向。

据介绍，空间站作为我国覆盖空间科
学相关学科领域最全、在轨支撑能力最
强，且兼备有人参与和上下行运输等独特
优势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在轨部署了国
际一流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设施，具备
大规模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舱内配
备的科学实验柜、技术试验柜和支持系
统，舱外配备的暴露实验平台、标准载荷
接口及大型载荷挂点，可支持开展众多领
域的科学研究、技术试验与应用。

为充分发挥工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综合效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还将持续利用天舟货运飞船面向全社会
提供搭载科学试（实）验的机会。

酷暑时节，走进位于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的东
方电缆“未来工厂”，只见
3 个超大放线盘正将电缆、
光缆、填充等像编麻花一
样编织成海缆。大长度光
电复合海底电缆的生产、
装运、上船等环节正有条
不紊地运行。

据介绍，由东方电缆
自主研制的国产化海洋脐
带缆是深水油气勘采领域
的核心装备。依靠自主研
发，东方电缆取得了进军
欧洲等海底电缆主流市场
的“入场券”。目前，东方
电缆在海底电缆和海洋脐
带缆产品制造领域独创 17
项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
线缆生产巨头多年的垄断。

在北仑区，像东方电
缆这样的国家级单项冠军
企业已有 11 家。去年底，
北 仑 启 动 建 设 甬 江 科 创
区，规划面积约 197 平方
公 里 ， 重 点 谋 划 海 洋 经
济、空天经济和生命健康
3 项未来产业，努力建成
立足宁波、服务区域、面
向未来的世界一流科创策
源中心。

地处甬江口南岸的小
港街道，是甬江科创区启
动区块的重要承载地，这
里 集 聚 着 各 类 企 业 30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180
多家。

位于小港街道的海天
塑机集团，是中国首批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
研制的电脑自动控制注塑
机、伺服节能注塑机等产
品，攻克了技术难关。今
年4月，海天集团研制的第
五 代 注 塑 机 解 决 了 再 生
ABS 注塑成型难题，实现
了塑料制品的清洁循环与“新生”。

据介绍，海天塑机集团坚持每年拿出一定
的经费用于技术研发，已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一次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拥
有授权专利 1000余项。正在建设的海天高端数
控机床智能化生产基地将新建恒温智能化车
间，用于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加工设备的批量
化、柔性化和自动化生产。

据了解，北仑区现拥有人才资源总量 22.37
万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33家，国家级单项
冠军企业11家，建成了10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和 25家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累计引进青年博
士后研发人员100余名。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陈
华 标 就 是 北 仑 区 引 进 的 青 年 博 士 后 人 才 之
一，他从事传染性疾病和肿瘤疫苗和生物免
疫治疗研发近 30 年，带领团队从小分子化合
物、蛋白因子、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等平台
研发抗病毒和抗癌的新药和新疗法。目前，
该公司已申请专利近 180 个，授权发明专利近
90 个。

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36

近日，经过约 8 小
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
杨柱、桂海潮在空间站
机械臂的支持下，圆满
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
任务。这是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乘组的首次出舱
活动，也是中国航天飞
行工程师的首次出舱。

作为“国家太空实验
室”全面建成后进驻的首
个乘组，被称为“博士乘
组”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
完成了一系列空间科学
实（试）验和出舱安装工
作。随着空间站进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天宫”之中
将诞生越来越多的科学
实验和科研成果。

“神十六”航天员首次出舱 空间科学应用项目征集开启

欢迎来“天宫”做实验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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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孙亚慧） 7 月 23
日，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基础科学与
人工智能论坛”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
举办。本次论坛由菲尔兹奖得主、国
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丘成桐发起，清
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清
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
茂松主持，论坛邀请了美国国家工程
院外籍院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
研究院创院理事长、香港科技大学校
董会主席沈向洋，德国国家工程科学
院院士、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德
国汉堡大学教授张建伟，澜舟科技创
始人兼 CEO、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副理事长、创新工场首席科学家周
明以及xAI创始成员杨格等人工智能
领域嘉宾代表参会。

在圆桌对话环节，聚焦“大模型及
通用人工智能：问题与挑战”这一主
题，沈向洋、张建伟、周明分别做简短
主题发言。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大模型
的可能性边界、数据集和训练集、计
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前沿问题展开
深入研讨，并就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
如何更好地孕育激发创新研究提出各
自观点。在交流环节，与会专家针对模
型训练、学科壁垒、科技伦理等现场听
众关注的问题逐一回答。

主旨演讲环节中，xAI创始成员
杨格分别阐述了多层次感知、最大更
新参数化、动力学二分法定理等重要
问题，分析理论层面模型规模面临的
边界约束与实践层面模型最优规模间
的动态关系，强调数学工具的运用为
人工智能发展打开了全新视角。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
播中心和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主办，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北京科学中
心协办，中国科协及在京有关部门代
表、科技界和产业界代表、高校科研
院所代表以及中学生代表共计600余
人参会。

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举行

各国专家热议大模型与AI发展

浦江基础科学发展论坛开幕

上海加快打造基础研究创新高地

本报电 （记者黄晓慧） 7 月 24
日，为期3天的浦江基础科学发展论
坛在上海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近 40
位顶尖科学家，其中包括多位菲尔兹
奖得主、各国科学院院士，围绕“基
础科学的现状与未来”主题共谋创
新、共话合作。

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
院长丘成桐在开幕式上表示，上海要
打造成基础研究尤其是数学研究的世
界重镇，不能只盯着数学的应用领
域，更要推动数学本身的基础研究。

“没有数论、代数、几何等数学基础
的强势，应用是做不出来的。交叉学
科的发展，也需要两个学科都很强，
才能做成交叉。”他说。

对于上海的基础研究，丘成桐认
为，长三角既有数学研究的历史沉
淀，也有如今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
应该吸引来自中国乃至全球最好的学
生和学者来沪求学和做学问。“基础
研究关键是人才的引入。”丘成桐
说，上海要积极打造适合做学问的环
境，让学者可以发挥所长，能发展出
自己的学问。

围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建设目标，上海近年来不断营造适合
基础研究的环境。在推动数学、物
理、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发展上，上
海集聚了一批高水平、研究型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牵头组建的国家实验室
完成高质量入轨运行。已建和在建的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 15 个，加快推
动国家基础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
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开展前沿
科学探索汇聚和培育顶尖的人才。

同时，上海以基础研究特区建设
为切入点，不断优化选题机制、支持
方式和评价管理体系，给予科研人员
长期稳定支持，并在上海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和部分人才类项目中率先实施
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赋予科学
家更大的自主权。

论坛召开期间，与会的国内外优
秀科学家与上海科学家开展了多场互
动交流对话，以此构建科学家国际交
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上海数学研究
的开放与合作。

今年暑期，浙江省诸
暨市 20多个乡镇开设“春
泥计划”暑托班 120多个，
开设体育、书画、器乐、阅
读、手工等丰富多彩的趣味
课程，受益的本地、外地孩
子达4000余名。

上图：在诸暨市马剑
镇上和村的侯门山乡村图
书馆，志愿者老师给孩子
上阅读课。

右图：在诸暨市马剑
镇状元村，孩子在农田里
采收玉米，体验农事。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春泥计划春泥计划””
点亮点亮““小候鸟小候鸟””生活生活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朱杨
柱成功出舱后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