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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量提升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
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
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作为今年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发射任务，天舟七
号将为在轨的神舟十七号和后续的神舟
十八号两个乘组运送补给物资。

在此前，天舟飞船的发射常常是“兵
马未到，粮草先行”，即在每个飞行乘组出
发前，先发射一艘货运飞船，为即将启程
的航天员乘组备好物资。而天舟七号则是
为两个乘组运送物资，飞船的发射频次调
整为两年三发。

发射频次的降低，得益于天舟货运
飞船装载量的提升。从天舟六号开始，
天舟系列飞船“升级”为改进型货运飞
船，装载空间和装载重量都得到了提
升。天舟七号携带的航天员系统、空间
站系统、应用任务领域、货运飞船系统
和工程总体货物多达 260 余件，运输物
资总重约 5.6 吨，具有装载货物种类多、
大型货物多的特点。其中，天舟七号携
带的试验载荷定制货包等大型货物，每
件货物重量在 100 千克以上，将应用于
空间站在轨运营、空间在轨科学试验以
及航天员生活保障。

航天员乘组的生活物资必不可少。此
次天舟七号为航天员乘组准备了 2400千
克的生活物资，包括龙年春节年货、新鲜
果蔬大礼包等，其中新鲜水果近 90公斤。
神舟十七号乘组将在太空度过龙年新春，
天舟七号为他们带去了龙年“盲盒”。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物资充足，不
仅可以支持正常的航天员驻留、平台的
维护升级以及在轨大规模实验任务开
展，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额外支持航天
员驻留3个月。

精准补货

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建立了天
地联动的物资信息系统，研发了物资设
计寿命和设计使用模型，做到了精准补
货，提升了效率。专家介绍，随着建造
阶段任务在轨数据的累积，模型会越来
越精确，可对后续需求进行精准预估，
做到“缺啥补啥”，不少带也不多带，补给
效能不断提升。

此外，此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首次
采用 3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相比常
规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进一步压
缩了对接时间，为空间站运输物资提供
了更高效的方式，而且减轻了各系统在
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压力。与此同时，该
方案的使用提高了货运飞船自主交会对
接的能力，进一步推进了交会对接技术
的发展。

在此次送货任务中，天舟七号还带上
了一名“新成员”——可在轨独立更换熔
断器的新型供电插座。该供电插座长宽只
有 10厘米见方，虽然身形娇小，但具备了
快速拆装、插槽对位、不脱出锁紧等多项
在轨维修功能，将对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在
轨用电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空间站建造阶段初期，供电插座一
旦发生熔断器熔断，只能进行整机更

换，由航天员将供电插座带回地面返厂
维修，维修成本高、周期长。随着空间
站内空间科学实验逐步增加，对接于供
电插座的载荷种类越来越多，用电状态
和工况更加复杂，供电插座内部熔断器
异常熔断的概率增加，整机返厂维修方
式已不适应载人航天新需求。

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
开展了基于微重力环境的熔断器组件
维修技术研究，供电插座维修方式由

“整机维修”优化为“外置器件”维修方式。
采用新一代供电插座后，航天员在轨维修
时，仅需像“拧螺丝”一样，摘掉供电插座
外置熔断器组件、更换新的组件，即可
完成维修，可大幅节约成本、缩短维修
周期。

科学载荷增多

进入常态化运营后，空间科学实验在
航天员工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中
国空间站里有 25 个实验和试验机柜，新
的实验模块、设备等也在不断轮换。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在天舟七号任
务中共计上行产品61件，包括16个标准货
包、1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装置、1套4℃上
行微流控芯片等。这些应用物资上行后将
转运至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
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
科学等共计33项科学实（试）验，承研单位
涉及10个研究所、8所大学。这些应用物资
送至空间站后，将由在轨的航天员安装到
对应的实验装置中开展实验，有些实验结
果可以实时传回地面，有的实验样品将由
航天员带回地面，做进一步研究。此外，天
舟七号还搭载了多个科学载荷，对后续空
间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天舟七号任务中，由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事大
学的科研人员共同设计的科学实验，将
一种叫作产甲烷菌的厌氧古菌送入中国
空间站，以验证其在模拟火星的环境中
以及宇宙辐射的极端环境下是否能够生
存，帮助人类探究是否存在外星生命这
一重大谜题。

天舟七号到访天宫空间站天舟七号到访天宫空间站

太空送货有了这些新变化太空送货有了这些新变化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飞向太空，为正在中国空
间站忙碌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送去新的货物。

效率更高、货物更重……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
段之后，向太空送货也有了不少新变化。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利用
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迄今最古老黑洞，
可追溯到宇宙大爆炸后约 4 亿年，其质量高达太阳的几
百万倍。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存在质量如此巨大的黑洞，
这一发现对现有黑洞理论形成挑战。

多年来，科学家利用多种大型设备探测黑洞这一“时
空深渊”，韦布空间望远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认识最神秘的天体

科学界普遍认为，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几乎
所有质量都集中在最中心的“奇点”处，其周围形成一个强
大的引力场，在一定范围之内，连光线都无法逃脱。这意味
着黑洞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被“看到”，但周围物质被吸入黑
洞时会释放强烈的电磁波，由此暴露黑洞所在。

探测和研究黑洞有助于人们了解宇宙中最早期巨型
黑洞的成长机制、宇宙引力波现象的产生和变化规律，
以及宇宙最初形成及其基本物理规律。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副教授丹尼尔·马罗内认
为，黑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长时间尺度上会影响
宇宙演化。但人们并没有完全了解黑洞如何吞噬物质，
然后又将其中一部分以接近光速向外喷射，影响其所在
星系。黑洞照片不仅为广义相对论提供新信息，也有助
于了解黑洞喷流的形成过程。

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安德鲁·施特罗明格接受采
访时说，黑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那里发生了很多
事。尤其当人们将量子力学效应考虑在内时，许多问题
依然令人困惑。

多设备组合观测黑洞

根据理论推算，银河系中恒星量级的黑洞就有上千
万个。天文学界认为，许多星系中央都有超大质量黑洞。

尽管黑洞无法直接观测，但人们可以通过黑洞与外
界的相互作用来确认黑洞的存在。此外，由于黑洞的引
力会吸积物质到它附近，周围通常都会环绕一个吸积
盘。吸积盘非常热且亮，与黑洞对比明显，可以通过吸
积盘观测这类黑洞。

人们通常将多种大型设备组合使用来观测黑洞。
2019年，人类首次拍下一个黑洞的照片。这个黑洞位于

室女座一个巨椭圆星系 M87的中心，距离地球 5500万光
年，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倍。照片展示了一个中心为黑色
的明亮环状结构，看上去有点像甜甜圈，其黑色部分是黑洞
投下的“阴影”，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速旋转的吸积盘。

为了这张照片，全球超过 200 名科学家利用分布在
四大洲的 8 个观测点组成一个口径如地球直径大小的虚
拟望远镜。一些观测点条件非常苛刻，比如位于夏威夷

和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智利的阿塔卡
马沙漠、南极点等。

还有一些黑洞被称为休眠黑洞，即不发射高强度X射
线的黑洞。它们很少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特别难以发现。

2022年7月，比利时鲁汶大学天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领衔团队耗时6年，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上搭
载的“光纤大阵列多目标光谱仪”，用“大海捞针”的方式发
现名为VFTS 243的“黑洞双星系统”，其中的黑洞是银河
系外第一个被明确探测到的“休眠”的恒星级黑洞。

陆续发现古老的巨大黑洞、观测到伽马射线暴揭示稀
有重元素来源、发现“宇宙之网”的古老丝状结构……韦布
空间望远镜作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是目前人类
观测宇宙最好的望远镜之一。

这台空间望远镜 2021 年 12 月 25 日从法属圭亚那库
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轨道位于日地系统第二拉格朗日点
附近，距离地球约 150 万千米。这是美国航天局送入太空
的最大、最复杂的空间科学望远镜，将在轨部署运用到极
致，堪称“技术奇迹”。从概念诞生到最终发射，项目历时
20余年，耗资高达100亿美元。

韦布空间望远镜主要在红外波段观测，由光学和科学
仪器、遮阳板以及被称为“航天器总线”的支持系统等部分
组成，总重量 6.2 吨，主镜直径达 6.5 米。由于体形太过巨
大，韦布空间望远镜发射时以折叠状态装入阿丽亚娜5型
火箭整流罩内，各部件逐步在太空展开。

韦布空间望远镜主要有4个任务：寻找135亿多年前
的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星系；研究星系演化的各阶段；
观察恒星及行星系统的形成；测定包括太阳系行星系统
在内的行星系统的物理、化学性质，并研究其他行星系
统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电 记者葛晨）

我们为何要观测黑洞
研学游感受科技魅力研学游感受科技魅力

近日，来自天津市南开中学的学生在安徽合肥科大讯飞展馆参加研学活动，通过 APP 演示、现场问
答、互动游戏等近距离了解人工智能知识，感受科技魅力。图为学生与智能机器狗互动。

周啸勤摄（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电（记者鲁畅）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
长苏国斌近日在北京市两会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
将把推动实现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突破“一万家”和营收规模
突破“一万亿”作为目标任务，全周期、立体化打造专精特新
首善之都。

截至2023年底，北京市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7180
家，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795家；150家专精特新企业
已在境内外上市，合计市值超万亿元。

苏国斌表示，下一步，针对专精特新企业融资贵、上
市难、人才少等核心问题，北京市将从为企业导入产业链
融通的对接资源、为企业整合政策和服务资源、为企业引
入更多金融资源三个方面加强工作。

据介绍，当前北京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呈现“三高两强”特
征。“三高”指高精尖，超八成属于十大高精尖产业；高成长，
超六成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10%；高质量，北京市今年A股上
市企业中，超五成为专精特新企业。“两强”指科技创新强，超
四成研发费用占比在 15%以上；独门绝技强，近七成企业与
产业链龙头企业形成配套。

据新华社电 （记者白佳丽、周润健）
记者近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
中心获悉，经国际矿物学学会新矿物命名
与分类专业委员会（IMA-CNMNC）评审投
票，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曲凯课题组联合国际研究小组申请的新矿
物倪培石获得正式批准。

倪培石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团
队介绍，倪培石是目前在自然界中发现的
最富铈的硅酸盐矿物。倪培石属稀土矿
物，稀土元素常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生
素”，能够广泛应用于航天、新能源、先进
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倪培石还对探讨稀
土矿床早期成矿作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这种新矿物发现于河南省西峡县太平
镇稀土矿，从发现到正式获得批准，历经
了两年多的时间。2021 年，课题组采集到
矿石标本；2022 年初，在对该矿石进行稀
土元素赋存状态研究时，发现了一种具有
特殊成分的稀土矿物，通过物理性质、化
学成分等系统矿物学研究后，确认其应为
一种硅铈石超族的新矿物。

“矿物学作为地质学的基础，是整个地
球科学系统的基石。而新矿物研究属于矿物
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可为人类认识和利用
自然物质提供依据。”曲凯说，随着近年来
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我国在新矿物研究领
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数量不断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倪培石因其独特的化
学成分与晶体结构特征，打破了硅铈石矿
物族原有的分类命名体系。最终，以南京
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倪培教授的名字
命名，致敬他长期以来在钨、锡多金属以
及稀有、稀土矿床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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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双破万”北京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双破万”

2023 年 11 月 6 日，美国航天局发布迄今通过 X 射线
发现的最遥远黑洞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电（记者蒋建科） 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2024年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该院创制的ARC微
生物菌剂，可提升大豆单产 17%以上；研发成功全球
首个禽流感三价DNA疫苗；自主研发的猫三联疫苗
打破国外垄断；研制布鲁氏菌病“基因缺失疫苗+鉴
别诊断试剂”应用超1亿头份……一系列科技创新为
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孔明说，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原创性发
现不断涌现。成功绘制首个马铃薯有害突变二维图谱；
构建首个玉米育种自交系的泛基因组；发现玉米籽粒
铁转运分子开关，为解决铁等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及培
育富铁作物品种提供理论支撑；阐释了禽流感病毒对
哺乳动物宿主适应性机理；揭示了大气水汽压差增加
导致全球陆地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饱和现象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还创制了一批重大新产品、新
技术、新装备。新增国家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88个、省
级审定农作物新品种 82个。自主培育的华西牛新品
种近三年市场推广占比达 17.8%，中新、中畜白羽肉
鸭等市场占有率总和达40%，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

占有率提升到25.1%，有力支撑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
主可控。研发盐碱地水盐精准调控关键技术，可实现
耕层降盐10%—20%，在黄河三角洲和“几字弯”累计
推广2000万亩；研发黑土快速培肥技术，可有效增加
黑土区有机质，累计推广 800万亩；集成应用北斗导
航，实现稻麦生产“无人化”作业。

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
全产业链布局，组建 15 个产业专家团，基本形成了

“专家团高效运行、研究所全力支持、院部统筹保障”
的工作机制，组织科技小分队前往20多个省份，在夺
取夏季粮油丰收、秋粮丰收、应对黄淮“烂场雨”等极
端天气应急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利用科技发展戈壁设施农业，
与新疆喀什共建“南疆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与
新疆和田共建“万亩设施农业园区”，年产蔬菜 7 万
吨，带动5000余人就业。沙漠戈壁设施蔬菜高效无土
栽培关键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建成6个科
技示范园区，在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5个地市的36
万亩戈壁设施农业开展规模化推广应用，实现“四季
不断档、常年有鲜菜”。

中国农业科学院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