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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换班”

4 月 24 日，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正式公布——叶光
富、李聪、李广苏 3 名航天员都是 80
后，将于 4 月 25 日晚乘坐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前往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七号
乘组“换班”。

2023 年 10 月，神舟十七号乘组的 3
名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入住
中国空间站。6 个月的时间里，“神十
七”乘组完成了两次出舱活动，其中首
次完成了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
务，即对天和核心舱太阳翼维修工作。

在轨期间，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项目稳步推进，涵盖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
研究、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与地球
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据介绍，
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
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以
斑马鱼和金鱼藻为研究对象，在轨建立稳
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
中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2024 年，中国载人航天共将实施 4
次飞行任务。除已经进入太空的天舟七
号货运飞船和即将发射的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之外，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

十九号载人飞船也将在今年发射。中国
空间站将上演两次在轨“换班”，6名航
天员将陆续进驻“太空之家”。进入常态
化运营的中国空间站，将为和平利用太
空、造福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

载人登月在望

今年 3 月，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升
空，并成功完成在轨对通测试。作为中
国探月工程四期后续任务的“关键一
环”，鹊桥二号架起了地月新“鹊桥”，
将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任务提供地
月间中继通信。

2023 年，中国启动载人登月探测工
程登月阶段任务，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
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目前，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
陆器、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
方案研制工作。飞船、着陆器已基本完
成力热试验产品研制，火箭正在开展各
型发动机地面试车，文昌载人月球探测
发射场建设全面启动实施，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载人月球车、月面载荷方案。

今年上半年，嫦娥六号将择机发
射，开展月背采样返回任务。

迄今为止，人类已进行的 10次月球

采样返回均位于月球正面。月球背面整
体相对月球正面更为古老，且存在月球
三大地体之一的艾特肯盆地，具有重要
科研价值。专家介绍，嫦娥六号任务预
选着陆区位于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以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
龄的月球样品，增进人类对月球的认知。

在国际合作方面，嫦娥六号任务搭
载了法国的氡气探测仪、欧空局的负离
子探测仪、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镜、巴
基斯坦的立方星等 4 家的载荷和卫星项
目。此外，中国已向国际开放嫦娥五号
月球科研样品申请，后续探月工程四
期、行星探测工程相关任务也将面向世
界公开征集合作方案。

火箭家族“上新”

2024 年，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
族再添新成员。目前，长征十二号运载
火箭已完成各项研制工作，计划在海南
文昌的我国首个商业发射场完成首飞箭
的发射任务。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是中国首型3.8
米直径单芯级液体运载火箭，两级构
型，一级采用四台推力1250千牛的液氧/
煤油发动机，二级采用两台推力 180 千
牛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不小于 10 吨、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
运载能力不小于 6 吨。长征十二号将的
单芯级液体火箭运载能力和大整流罩包
络提升了一个新台阶。

除了 5 米直径的长征五号之外，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通常为 3.35 米直径，固
体运载火箭则更为“苗条”，直径普遍在
3米以下。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则首创了
3.8米箭体直径。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总
体主任设计师曾文花介绍，这一直径既
能将火箭用铁路运输至各发射场，又可
以实现箭体直径与发动机数量的最佳适
配，实现能力拓展和一箭通用，为未来
重复使用火箭奠定基础。

去年 7 月，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发
射机会首次在网上公开竞拍，火箭计划
今年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发射任
务。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继承了长征六
号、长征六号甲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成
熟技术和产品，作为一款新型单芯级全
液氧/煤油动力液体运载火箭，火箭采用
两级构型，可执行多种轨道发射任务，
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约 2 吨，
5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约 2.4
吨，具有可靠性高、发射成本低、适应
能力强、履约周期短等特点。

商业航天加速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这是商业航天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商业航天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
效益和长周期的特点，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国商业航天发展迅速，商业
航天扶持政策持续出台，商业发射屡创
新高，技术发展取得突破。过去一年，
朱雀二号遥二、遥三火箭成功发射、双
曲线二号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验证火箭
第二次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今
年，中国商业航天有望延续惊艳表现。

日前，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一号发射工位正式竣工，这标志着中国
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在形成发射能力过
程中取得关键进展。海南国际商业航天
发射中心一号发射工位是长征八号的专
用工位，塔架高 83 米，包含固定勤务
塔、发射台等 11类设备设施。与传统发
射工位相比，其取消了导流槽、采用模
块化钢结构发射塔架方案，使建设周期
缩短了一半。

2024年，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有望迎来首次商业发射，该发射中心的二
号发射工位也已完成导流槽主体封顶，计
划于5月底完成设备现场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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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楚天，共襄
星汉。4月 24日是第
九 个 “ 中 国 航 天
日”，从神舟十八号
乘组确定，到一系列
展览和科普活动，今
年的“中国航天日”
精彩纷呈，展现了中
国航天逐梦太空的新
进展，播撒着航天梦
想的种子。

过去一年，中国
航天以高质量创新引
领高质量发展，中国
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
得更稳更远。展望未
来，中国航天的任务
更 密 集 、 探 索 更 深
入、成就更可期。

“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
国航天的一大步里。”4 月 23 日下午，
在湖北武汉东湖之滨召开的“2024 年
航天文化艺术论坛”上，航天员聂海
胜的心声，激荡着国人的“航天梦”。

1998 年，聂海胜成为我国首批航
天员，先后执行过神舟六号、神舟十
号、神舟十二号3次载人飞行任务。

2005 年，当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
飞船首次飞天时，桂海潮刚刚考入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梦想能够到达的地方，总有一天

脚步也能到达。彼时，这位来自云
南，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未曾
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我国首位
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与聂
海胜等航天英雄并肩战斗。

是感言，也是回望。从“东方红
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一路
走来、一路挑战、一路突破，不断前

进发展的过程，就是创新超越的过程。
“我国的航天事业就像肥沃的土

壤，让我的航天梦想生根发芽，也让
我能够将航天知识、航天文化传播给
更多的人。可以说航天科技的发展为
航天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更多渠道，也
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桂
海潮说。

26年来，中国航天先后有 32人次
征战太空。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开展

70项空间试/实验项目，获取了大量的
数据，带回了许多宝贵的样品。

“ 中 国 空 间 科 学 的 春 天 已 经 到
来！”桂海潮难抑激动的心情，“随着
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
未来将会有更多、更丰富的科研项目
在国家太空实验室滚动开展。”

是传承更是接力。一代代中国人
的“航天梦”，正在播撒得更远。

3次飞天，平均相隔约8年，聂海
胜仍在憧憬：“太空探索是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壮举，是一场没有终结点、永
远在路上的远征。”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 喆）

航天员心中的“航天梦”航天员心中的“航天梦”

在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期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倡导人们保护环境，珍爱地球。

图为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附属小学教育集团附属幼儿园，小朋友进行“环保滚筒”游戏。

彭 彪摄（新华社发）

珍爱地球

202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近日举行，吸引来自约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家参展商。本届展会重点关注的领域
包括能源转型、工业4.0、数字化、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

图为参观者与一款智能机器人进行“石头剪子布”游戏。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

科学家发现哺乳动物“计时”奥秘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梦佳） 日升日落，不同时差，哺乳

动物如何能感知一天的时刻变化？大脑如何计算时间？这一
直是国际科学界研究的难点。北京大学科研团队通过研究发
现，哺乳动物大脑深部脑区中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为
SCN） 的神经元集群，可通过众多神经元的“集体决策”计
算时间，时间解码准确率可达 99%。这一成果日前在线发表
于国际权威期刊《细胞研究》。

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主任程和平院士介
绍，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双侧扫描双光子显微镜，首次实现
SCN区域近万颗神经元跨昼夜的钙成像。研究发现，SCN中
以钙脉冲为基本单元，可形成从秒到小时到近日周期的跨尺
度钙信号，展示出潜在的时间编码能力。

同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团队又开发了基于SCN神经
元钙信号的时间解码器，发现其解码准确率随着神经元数量
的增加而显著提升，当随机组合来自同一 SCN 脑片的 900个
神经元时，时间解码准确率达 99%，且所有神经元对于整体
时间计算有着近乎均等的贡献，从而揭示出神经元群体在时
间编码上的集体决策机制。

“SCN是哺乳动物的‘中枢生物钟’，可接收并处理外界
的光时间信息，计算时间并输出信号，从而指导调控生物体
的生理功能与行为。”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子
晨介绍，由于SCN致密度高，一直以来获取大规模神经元集
群的信号数据并实现解码是国际研究中的难点，团队此次应
用高速高通量成像和机器学习技术才得以破解其“计时”的
奥秘。

此外，通过多尺度对比学习方法并基于钙信号时间序
列，团队还识别出SCN在空间中集聚形成双侧对称、波纹状
的表征，其形状如同一只美丽的“时间蝴蝶”。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南京转化研究院喻菁博士表示，此次
研究不仅是国际首次在系统水平上揭示SCN基于神经元集体
决策机制的时间计算能力及机制，应用其中的大规模钙成像
技术和深度学习方法也具有通用意义，为研究其他复杂神经
元集群工作原理提供了新思路。

“本源悟空”上线全球规模最大
投资组合优化真机应用

本报电（记者徐靖）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
究中心获悉，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于近日正式上线全球规模最大投资组合优化真机应用。

投资组合优化旨在通过选择和分配不同资产和投资品
种，以达到预期收益最大化或风险的最小化。相较于经典计
算机，量子计算机在处理投资组合优化问题时，因其强大的
并行性和量子纠缠等特性，能够以指数级提升的计算效率，
轻松应对海量数据和复杂模型带来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此次“本源悟空”上线的投资组合优化真
机应用由本源量子计算科技 （合肥） 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是
全球首个采用分布式量子计算思路设计的、规模最大的投资
组合优化真机应用。该应用依托“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真
机，在处理相同规模问题上，资源消耗远低于经典计算机，
为处理大规模投资组合优化问题、得出特定风险偏好类型下
的最佳收益组合开辟了更高效的路径。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窦猛汉表示：“该投
资组合优化应用的实用化落地，无疑为未来量子计算机在金
融领域展现量子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于今年1月
6日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是目
前中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机。截至 4 月
23日，“本源悟空”已累计为来自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用
户完成超17.2万个运算任务，全球访问量突破685万次。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F遥十八运载火箭组合体在垂直转运中遥十八运载火箭组合体在垂直转运中。。
汪江波汪江波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唐胜杰在中国空间站拍摄的浩瀚宇宙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唐胜杰在中国空间站拍摄的浩瀚宇宙。。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