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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在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来临之际，“补天行
动”中国校园行启动暨“袁熙坤星”命名仪式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
举办。

为表彰著名艺术家、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多年来为环保
事业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以艺术为环保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 （IAU） 国际小行星中心于 2016年 4月 22日把 214883号
小行星命名为“袁熙坤星”。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
久不可更改性，使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代表在当日仪式上向袁熙坤颁发了“袁熙坤星”
命名证书，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向其颁发了命名铜匾。

紫金山天文台党委书记张丽萍在仪式上表示，作为我国著名的雕
塑绘画艺术家，袁熙坤把艺术创作融于环保和人文交往之中，对宣传
环保理念、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应邀为联合国修复
和保护臭氧层的“补天行动”创作雕塑《女娲补天》，展现出东方女神敢
于“补天”的大无畏气概，感动世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以其来永
久命名小行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其艺术成就和环保努力的褒扬。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刚盛赞袁熙坤对为提高公众环
境保护意识所作出的努力和突出贡献。他说，包括保护臭氧层为目
标的“补天行动”在内，人类各项环保事业需要广大公众积极参
与。袁熙坤创作的雕塑《女娲补天》《极地之急：北极熊》和《森林
守护神：虎》 等众多优秀环保题材作品，以艺术形式呼吁环保，很
有价值和意义。

作为“补天行动”中国校园行一项活动，首届“补天行动”大
学生环保故事微电影大赛开机，将面向全国大学生征集环保题材微
电影。该活动将文化艺术教育与环保科普教育相结合，动员青年们
参与“补天行动”，呼吁更多人们加入到“补天行动”中来，共同改
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
全作出应有贡献。

“如果经费投入充足到位，人类10年内可以
登上火星。”刚刚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的美国
宇航员谢尔·林格伦说，“按目前的投入和进展速
度，20年之后人类才能实现这一壮举。”

纽约初秋，晴空万里。9 月 3 日下午 3 时许，
在位于曼哈顿岛西边哈德逊河畔的无畏号航舰博
物馆内，刚刚从国际空间站返回的两位宇航员
——美国宇航员谢尔·林格伦、日本宇航员油井
龟美与来自美国航天局 （NASA） 的3位工作人员
一起，跟现场观众座谈交流。

作为国际空间站载人飞行16年来接待的第45
批考察组成员，谢尔·林格伦和油井龟美去年5月
被飞船送达空间站。“驻站期间，我们的一大收
获是品尝了自己种的紫叶生菜。”谢尔·林格伦
说，“这让我们飞往火星又近了一步”。

宇航员自己种菜吃，NASA“太空蔬菜”的
研发成功，是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如果有一
天去火星，宇宙飞船里需要一个可持续的食物供
应系统。”谢尔·林格伦表示，在飞往远太空的途
中，依靠外界定期提供补给不太可能。想活下
来，就得靠自给自足。

其实两年前，国际空间站就已经种植出生
菜，只是没敢给宇航员吃，而是在带回地球进行
研究、安全性检测过关后，才有这次“首尝”。
有人因此称，“这是个人的一小口，却是人类的
一大口。”

对于远离地球的宇航员们来说，在空间站种
菜还是个“接地气”的活儿，可抚慰他们的“故
土情”。尽管长110米、宽88米的国际空间站有一
个足球场大，设施先进，可以看电影、听音乐和
上网，但住太空日久，思念人间烟火之情日浓。
谢尔·林格伦介绍，在驻站141天的日子里，通过
天地连线，他每周与妻子和 3 个孩子通话 1 个半
小时。

作为医疗人员，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的谢尔·林格伦曾两赴太空，成为空间
站第44批和第45批“居民”。此次执行任务，他
参加了两次太空行走，共计 15 个小时，完成了 150 多种科学实
验，看了 282 次日出日落，通过哈雷望远镜观察到 3375 颗行星，
还通过社交网络发回包括品尝“太空蔬菜”视频等诸多影像和照
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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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长征二号F T2运
载火箭等飞行产品完成总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工作后，火
箭与“天宫二号”组合体搭载着活动发射平台驶出总装测
试厂房，平稳行驶约 1.5小时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任务正式进入发射阶段。

“天宫二号”与长征二号 F T2 运载火箭在升空前，要
进行一系列的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

11日中午“天宫二号”发射任务进行了发射区各个系
统联合演练，这次的联合演练相当于对“天宫二号”的健
康状况进行全面体检，对每个系统都有着重要意义。

据了解，这次演练的是火箭点火向前数3小时“关键时
期”的任务，可以说是口令最密集、动作最多的阶段。为
了演练，“天宫二号”和长征二号 F T2运载火箭已通上电
源，摄像头可以传回清晰稳定的画面，系统处于良好状
态。同时，火箭还进行一次模拟飞行，虽然在塔架上没有
真正飞起，但设备要按照从点火起飞到最终入轨大概580秒
的时间进行全流程演练，接近发射当时的状态。

此外，这次演练之后还有多次考验，真正确保万无一
失。演练范围将会扩大到全国，各地航天测控站都会参与
进来，对所有任务状态进行确认。在发射区开展的“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与长征二号F T2运载火箭功能检查和联
合测试工作后，完成最终状态确认，火箭加注推进剂，中
国航天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壮举拉开序幕。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从外形上看和“天
宫一号”没什么不同，还是以资源舱和实验舱
组成的两舱结构，但是内在却有不同，也承担
着不同的任务。

“天宫二号”相比于“天宫一号”来说，不
仅装备更优、装载量更高、内部环境更好，搭
载的设备也更先进。其上搭载的全新配套的空
间应用系统的科学设备，无论数量还是安装复
杂程度，都创造了历次载人航天器任务之最。

例如，首次搭建了液体回路验证系统，将
验证空间站维修技术；首次搭载了机械臂操作
终端试验器，机械臂通俗解释就是一种典型的
空间机器人，能用于空间站的在轨组装、在轨
维修、货物搬运与转移、辅助航天员出舱活动
等，将第一次开展我国人机协同太空在轨维修
试验，为以后空间站任务提供技术储备；为满
足推进剂补加验证试验的需要，对推进分系统
进行了适应性改造。

在航天员中期驻留的密封舱内，设计上增
加了消耗品配置，同时围绕降低航天员的在轨
工作强度、提高航天员在轨生活舒适度，进行
了很多的设计改进，使航天员在驻留期间的生
活和工作舒适惬意。

值得一提的是，“天宫二号”的系统设计是
模块化的，也就是说它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更
换和在轨维修，这在国内空间领域属于首创。

“天宫二号”升空后将成为我国最忙碌的空间实验室，各类计划的实验项目达到史无前例的14项，涉及微重
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大多是当前世界最前沿的探索领域。

比如，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制的“空间冷原子钟”搭载“天宫二号”发射升空，将成为国际上首台在轨运行
并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原子钟”，同时是目前在空间运行的最高精度的原子钟。“空间冷原子钟”将激光冷却
技术和空间微重力环境结合，有望实现超高精度 （约3000万年误差1秒），将目前人类在太空中的时间计量精度提
高1—2个数量级。

比如，量子密钥分配地面终端配合，在地面站与“天宫二号”之间建立起量子信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空—地量子密钥分配试验，为载人航天的空地间量子保密通信以及未来的实用化天地一体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建设打下基础。

另外，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中将开展拟南芥和水稻的培养实验，着重探索在太空环境中如何控制植物
开花结种的技术与方法，为建立保障人类长期在空间生存所必需的生命生态支持系统奠定基础。

作为唯一的国际合作项目，“天极”望远镜的主要科学目标是探测研究遥远宇宙中突然发生的伽玛射线暴现
象，并在国际上首次对伽玛暴的偏振性质实现高精度、系统性地测量，从而深入地研究恒星演化、黑洞形成以及
伽玛暴爆发的物理机制，为更好地理解极端天体物理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宇宙中最剧烈的爆发现象作出重要贡献。

“天宫二号”发射完成后，按照计划，10月中旬将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搭乘两名航天员，与“天宫二
号”对接，进行人在太空中期驻留试验；2017年，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
号”对接，开展推进剂补加等相关试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发射作为第二步第二阶段首飞的载人飞行器意义重
大。为了给后续空间站建立积累经验，此次发射选择了与未来我国空间站同样高度的轨道，比“天宫一号”目标
飞行器轨道高50公里，同时验证未来空间站的交会对接，进一步提高交会对接的可靠性，对未来空间站的建造有
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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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行动”中国校园行启动

“袁熙坤星”命名仪式举行

新华社酒泉电 （李国利、杨欣）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近日向外界透
露，按流程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日前从北京被
空运至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这标志着该飞船
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根据计划，“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于10月中旬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主要任务是：为“天宫二号”在轨运营提供人员
和物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进一步考核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特

别是空间站运行轨道的交会对接技术；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后完成航
天员中期驻留试验，考核组合体对航天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以及航天
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执行本次任务的飞行乘组由两名男航天员组成，正在进行任务强化训练。在
轨飞行期间，航天员将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和空间应用技术、在轨维修
技术、空间站技术试验以及科普活动。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神舟十号飞船技术状态基本一致，根据任务和产品研制需
要，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

“神舟十一号”飞船10月中旬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10月中旬发射

林格伦在无畏号航舰博物馆内与小朋友交流。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向袁熙坤 （右） 颁发“袁熙坤星”
命名铜匾。

全面体检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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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实验任务之多史无前例

“天宫二号”模型图

发 射 “ 天 宫 二
号”的长征二号 F T2
运载火箭

金秋九月，大漠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

国航天事业新的里程碑：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如期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计划的重要一步，

“天宫二号”将完成再生式循环系统、有效载荷和应用系统的

实验等科研项目，并随后迎来“神舟十一号”飞船，为在茫

茫太空搭建属于我们中国的“太空之家”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