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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一”于10月17日7时30分

升入太空后，经过两天的太空飞行，于

19日凌晨在距离地面393公里的运行轨

道与“天宫二号”经过远距离导引控制阶

段和自主控制阶段成功“牵手”，航天员

景海鹏、陈冬通过连接通道进入“天宫”，

正式开始为期30天的工作生活之旅，之

后将会展开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万里“牵手”
深情“相拥”

在距离地面393公里的太空中，“天宫二
号”已于16日完成了载人环境配置，并从正
飞姿态调整为倒飞姿态，静候“神十一”的
“牵手”。

19日，已独自飞行了30多天的“天宫二

号”终于等到了来自祖国的亲人——航天员景
海鹏、陈冬搭乘“神十一”如约而至。这是中国
实施的第五次载人交会对接，承担着为未来空
间站建设验证一系列技术的重要任务。

要想让运行速度比子弹还快的两个8吨多
重的大家伙成功“牵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神十一”入轨后在太空上演了一场万里大追
踪。经过抬高近地点、轨道面偏差修正、抬高远
地点、轨道圆化和组合修正等5次轨道控制后，
“神十一”与“天宫”的距离缩短至大概50公里，
于19日1时11分转入自主控制状态，依赖航天
器上的微波雷达、激光雷达等丈量装备得到信
息、自主控制、彼此靠近。

本次“牵手”由飞船加速追赶“天宫”，为了
安全起见，两个大家伙在距离5公里、400米、
120米和30米共四个停泊点处减速调整。

“‘神舟十一号’报告，仪表显示，进
入400米停泊。”飞控大厅里，航天员景海鹏
的声音清晰传来。
“飞船转 120 米接近”“飞船转 30 米保

持”……飞控大厅里每一条洪亮的调度口
令，大屏幕上“神十一”每一次向“天宫二
号”靠近，都牵动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

近了，又近了……“神十一”传回画面
中，“天宫二号”上的“十”字靶标牢牢锁定
在瞄准器中心。随着画面轻轻晃动，它们
“相拥”到了一起。

对接接触后，进入捕获锁紧程序，对接
环锁紧。原本同时显示在飞行轨迹上两个名
字，被“组合体”取代。

3时31分，对接成功，飞控大厅里响起一
阵热烈掌声。

入住“天宫”
生活工作两不误

“应该是很完美的，从飞船发射入轨到几
次的轨道控制，包括后面转成自主控制阶段
以后“神十一”和“天宫二号”的表现，都
是按照预定的方案，一步一步接近，最后完
美对接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轨道室主
任谢剑锋这样评价本次“牵手”。
“牵手”成功后，为了入住“天宫”，两

名航天员经历了3次穿舱。首先从“神十一”
的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再从轨道舱进到“天
宫”的试验舱，这个过程要开三次门。

6时24分，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实验舱
前舱门被顺利打开。航天员景海鹏、陈冬相
继进驻“天宫”。

搬进“天宫”的两名航天员对周围的生活
环境进行了打扫清洁，整理生活用品。

景海鹏从太空发回消息说：“工作比较饱
满，现在特别想睡觉。早饭和午饭是合并吃
的，因为前期在对接，进入组合体，工作比
较忙，所以没有时间吃饭。米饭面条加热完
后就忘吃了，我们准备晚上补上。”

除了解决吃住问题之外，景海鹏、陈冬通
过天地远程医疗会诊系统，成功实现了航天员
和航天员支持室、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地面支
持医院四方联动，打通了天地协同远程医疗会

诊所需的数据传输链路，验证了我国首个天地
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这也预示着我国航天员中
长期在轨飞行医学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本次实验组织进行了视频图像下传测
试，常规医学检查和无创心功能检查的医疗
数据下传验证，结果显示话音图像清晰、医
学检查数据完整，证明了天地远程医疗会诊
系统链路已经调通，具备实时远程会诊能
力。通过判读下传的生理参数，景海鹏、陈
冬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续几天内，还将开
展模拟医学问题天地协同会诊验证。

装备新科技
护航新征程

“天宫”与“神十一”组合体为保障航天
员生活工作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携带有众
多高新科技为此次太空之旅保驾护航。

首先万里“牵手”的成功，交会对接微
波雷达这个小家伙功不可没。它凭借其高精
度测量能力挑起重担。作为实施“牵手”任
务的关键敏感器，这个只有A4纸大小、重量
还不到6公斤的袖珍高科技曾圆满完成“天宫
一号”与“神八”“神九”“神十”交会对接
任务，获得了太空“千里眼”的美誉。“本次
任务中，“神十一”搭载的微波雷达是在“神
十”微波雷达技术状态基础上升级改造的产
品，而“天宫二号”上的微波应答机则是微
波雷达家族的第二代产品，更小、更轻、更
低功耗，也更可靠。”交会对接微波雷达总工
程师孙武介绍说。

其次是要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天
宫”要具备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的温度、氧气
等，这是靠热控分系统和环控生保系统来提
供：热控分系统的作用是使飞船内保持一定
的温度湿度，环控生保系统是为航天员创造
合适的舱内生存环境条件，保障航天员在空
间飞行的特殊环境下安全生活和正常工作。

最后是照明问题。“神十一”舱内照明设
备（近距离泛光照明）和交会对接照明设备
（远距离投光照明）均采用了LED光源，也就
是固态照明光源。LED光源的耐冲击、抗震
动、体积小、功耗低等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在
航空、航天等条件苛刻的环境中使用。当飞
船进入地球阴影区时，航天员在舱内仍然可
以正确判读仪表，手动操作各种开关。

预计在23日，“天宫二号”将释放它的一
个伴飞卫星——“伴星二号”。它仅有打印机
大小，却搭载了高分辨率全画幅可见光相
机，拥有 2500 万像素，拍出的照片视野更
大、细节成像更好，将在空间绕飞试验过程
中，对“天宫”与“神十一”组合体进行高
分辨率成像。之后，航天员将陆续展开科学
实验，享受生活，快乐工作。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
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
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
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
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这里是琅
琊、酿泉、醉翁之乡，安徽省滁州市。
在此“山水空濛灵秀地、恬淡怡然文化
乡”，近年来成长起一所“新锐学校”，
它以“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
潜心探索教学改革新路。

新锐学校坐落于琅琊山下，校园道
路两旁树木葱翠，楼群错落有致，宽阔的
操场绿草如茵……人们漫步其间，禁不
住赞叹其从建筑设计到运行维护都透着
精致与精细。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学生的
精神风貌。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学习和生
活的主人，要有自我负责、追求卓越的品
格；既有远大目标，又有自律意识；既有
奋斗热情，又有在友好竞争中合作向前
的精神。在应试压力之下，这样的精神风
貌难能可贵。而这完全得益于该校孜孜
以求的教学改革。“新锐”虽只有14年历
史，但矢志不渝探索教育新路。“功夫不
负有心人。”该校通过引入、丰富和大胆
实践，终于走出“快乐五环”教学法。

该教学法被“新锐”新课改研发中心
主任胡国营高度凝练为“三模五环六
度”。具体来说它包含“定向导学、互动展
示、当堂反馈”三大模块，“自研自探——
合作探究——展示提升——质疑评价
——总结归纳”五大相扣环节，“学习目
标准确度、自学指导明晰度、合作学习有
效度、展示提升精彩度、拓展延伸合适
度、当堂反馈有效度”六大维度。其区别
于传统之处在于变革了师生关系，确立
后者是主体。传统课堂上，老师既是“导
演”又是“演员”，学生则是几乎完全被动
的“观众”；而“快乐五环”课堂上，教师是
“幕后”导演，聚焦导学案制作，把“舞台”
交给学生，放手让其自主探索、发现。
“以学生为本”这是“新锐”英语

老师邹立勇对“快乐五环”课堂的评

价。在他看来，“五大环节”和围绕其
而创建的“学习小组”既吻合了认知规
律，又培养了独立思考、分工合作与理
性质疑的能力，使学生既感受到自身价
值，享受为集体贡献才智的快乐，又领
会到集体对自己的带动。“新锐”英语
学科长周开屏深有体会地说，“快乐五
环”课堂对老师挑战很大，因为导学案
比传统教案更注重学生心理特点，千方
百计引导其自主探索，触发思考，因而
设计难度高，要集体攻关。
“快乐五环”名副其实，其最大的

价值是让学生愿学、好学、乐学。胡国
营指出，自主探索学习代替“填鸭”，
学生体味到掌握新知的快乐；做好自己
所在学习小组的工作并为其赢得荣誉，
学生体味到贡献的快乐；与同伴分工合

作，共同完成目标，学生体味到协作的
快乐……五（4）班学生郭佳妮说，“快
乐五环”课堂让她感到学习是乐趣；六
（1）班牛顺丽家长说，“快乐五环”课
堂让胆小的女儿找到自信，敢于展示自
我，成绩显著提升。“新锐”语文教研
组长王晓丹说，以前，她总对学生不放
心，不由自主地事事“包办”，通过
“快乐五环”课堂，她兴奋地发现，孩
子们个个很棒、样样都行。

胡国营介绍说，为深入推动课改，
本月底，“新锐”将承办“2016年中国
新课堂未来发展趋势高峰论坛暨新锐学
校课改现场会”，届时，包括知名校
长、知名教师在内的全国课改专家齐聚
醉翁之乡，分享课改成果，交流经验。
这将为“新锐”课改注入新动力。

本报电（崔馨月）近日，万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携手
艺人周杰伦召开2016战略发布会，宣布周杰伦以股东身份
加盟该公司，并带领技术团队进驻公司声学实验室，将周
氏流行元素融入到未来新品开发设计，打造全新的时尚声
学品牌。

万魔声学同时发布了3款全新听音单品：万魔听播放
器、双单元耳塞式耳机和三单元头戴式耳机。这些产品均
获得了日本音频协会相关认证。

伴着晨曦，“神十一”携景海鹏、陈冬

两名航天员以及迷你“航天员”“秋丰白

玉”升入太空。“秋丰白玉”是蚕宝宝的名

字，作为迷你版的“航天员”，你可别小看

它，此次上天它可是身负重任，要陪同两

名航天员一起在太空工作生活，展开自己

的太空之旅。那么为了让蚕宝宝升空都做

了什么准备工作？太空中，蚕宝宝做些什

么呢？

万全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秋丰白玉”是中国科学家培育的改良

桑蚕种，其体质较强健，产量较高，特别

适宜于中秋期饲养，这也是选择它作为迷

你“航天员”的理由。为了让蚕宝宝入住

“天宫”，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蚕宝宝需要一个“家”。为此科

研人员专门请教生物学专家，采用大量小

巧思、小设计，精心制造出形状像胶囊、

手掌大小的“太空之家”。这个集尖端科技

于一体的“家”，要时刻保证其空气清新、

温度适宜，整洁干净。因此，科研人员在

“屋顶”预留了足够的透气孔，保证空气流

通，同时，在“地板”上预留了清洁孔，

方便航天员清理蚕沙。

其次，要保证蚕宝宝的生命安全。火

箭发射阶段的加速度会给航天员施加巨大

的压力，因此他们都会穿上航天服保护自

己。那么，蚕宝宝当然也需要一件“航天服”来保护自己了。科

研人员把它们包裹在一种特殊的填充物里，用来吸收巨大的冲击

和振动，再放入“太空之家”，确保旅途的万无一失。

最后，为了能吐丝结茧，必须保证吃得饱，运动好。科研人

员为蚕宝宝精心设计了“食堂”，即小房子两侧的铝合金端盖，里

面填满了味道鲜美的食物，为了方便给蚕宝宝“加餐”，专门设计

成螺丝结构，可以随时拧下添加食物。另外，不能因为身穿“航

天服”影响吃饭，填充物中间预留了一条通道，饿的时候可以爬

到两侧的“食堂”吃。

吃饱了当然要运动起来，为避免蚕宝宝在微重力作用下飘浮

起来，屋子的内壁进行了粗磨砂处理，粘上一种特殊无纺织布，

蚕宝宝想怎么爬就怎么爬。

到了“天宫”里面，航天员轻松取出填充物，蚕宝宝脱下

“航天服”，这样它就有充分的空间摇头摆尾吐丝结茧了。

艰巨任务
太空吐丝结茧

此次“太空养蚕”实验是由香港中学生设计的，他们介绍

说，本次实验的雏形是在太空制作以太空蚕丝为原材料的宇宙飞

行服，后经调整，变成“研究蚕虫在太空变态过程”的方案。这

个实验同时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的重要任务。曾担任

“东方红一号”卫星、“天宫”、“嫦娥”系列飞行器等重大制造任

务的529厂，同时也是蚕宝宝“太空之家”的制造者。

本次实验具有观赏性强的特点，能通过观察蚕宝宝在太空微

重力情况下的生长情况，同步对比在地球生长的情况，找出两者

的区别。

“我们在地面已进行了充分的训练，将在‘天宫二号’组合体

运行期间开展实验，相信能达到预期的实验效果。”“神十一”航

天员陈冬说。

从近日太空中发来的视频来看，蚕宝宝已经和航天员们一样

脱下“航天服”了，目前生长状态良好，白白胖胖、个头很大，

而且还跟着航天员景海鹏的手指做游戏，看起来其乐融融。

据“太空养蚕”实验设计者说，预计蚕宝宝在升空8天后开始

吐丝结茧。作为名副其实的“小吃货”，蚕宝宝现在可能还在不停

地吃，为结茧做准备。

众所周知，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蚕宝宝在吐丝结茧时会顺着

“8”字形由外至内吐丝成茧，吐丝的角度、长度都经过极为精密的计

算。这是蚕宝宝千百万年来形成的本能，已牢牢地“刻录”在基因里。

不过，太空中几乎没有重力，因此也没有所谓上下左右的方

向，那蚕宝宝还能精确地按照“8”字形吐丝结茧吗？吐出来的丝

和重力作用下的丝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近日，由科学出版社、《今日科
苑》杂志社等联合组织的第一届科学家论坛暨“科学家与
科学共同体”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中科院战略
院研究员杜鹏、社科院研究员李学通等知名学者就“如何
科学认识科学共同体”“如何发挥我国科学共同体在科技创
新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发挥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
作用”“中国学会的发展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我国科学共同体特别是学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
策。对于推动和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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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乡出“新锐”
本报记者 苏显龙

“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研讨会举行

万魔2016战略发布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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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养蚕”实验设计者和指导老师展

示研究成果。

科学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