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两个20吨级航天器首次在轨实现交会对接 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将开启太空种草养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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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14时22分，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在海南
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25日3时13分（北京时间），
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整个交
会对接过程历时约13小时。 这是我国两个20吨级航天
器首次在轨实现交会对接， 也是空间站有航天员在轨
驻留期间首次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对接完成后，问天实验舱太阳翼完成二次展开，这
套太阳帆板具备双自由度运动太阳指向功能。

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10时03分成功开
启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
科学实验舱。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组合体姿态融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组合
测试等在轨工作，并利用问天舱气闸舱和小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

7 月 23 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举办
2022 年“学无止境，中身相伴”跨境峰会，
携手新航道、万事达集团为广大学子全方
位展示综合性跨境金融产品，提供“一站
式”留学服务，是具有高层次、高水平、多
元化的留学盛会。 中国银行总行个人数字
金融部副总经理徐海波、湖南省分行武建
宙副行长、新航道集团董事长胡敏教授出
席峰会并致辞。

作为国际化和综合化程度优势银行，中
国银行拥有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丰富的
国际业务经验，海外机构覆盖 60 多个国家，
境内设立有 500多个跨境金融中心。此次峰
会采用“沉浸式剧本演绎 + 资深级专家解
析”的形式进行，邀请了 260 位家长和学生
身临其境地体验跨境盛会，深入探索跨境留
学资讯。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通过“外币币种连
连看”“留学信用卡拼图”等游戏通关的有趣
模式，带领学子家长们了解出国留学注意事
项和跨境金融产品。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副
行长武建宙向全体来宾致以了热烈的欢迎
和诚挚的问候。

为进一步深化意向学生对中行跨境金
融产品的了解，提高广大学子出国留学的热
情，中国银行总行个人数字金融部副总经理
徐海波先生为大家现场解读中行百年积淀
的国际化金融优势，详细解析当前疫情之下
的留学形势，期盼广大学子科学规划留学安
排，稳步推进出国流程，抢抓机遇，与时俱
进，信心百倍地迎接挑战，斗志昂扬地追寻
梦想。

跨境留学的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
论是跨境金融产品的准备，还是出国留学

的规划，对一个家庭都是一次的考验。 许
多学生在申请海外学校的过程中遇到疑
难问题后，便容易失去方向。“规划到底怎
么做？ ”“英语成绩如何提高？ ”“学校和专
业哪个更重要？”针对这些难题，此次峰会
特邀嘉宾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中
国故事研究院院长胡敏教授为大家倾情
解答，全程干货满满，通过留学教育“四大
攻坚战”展现出多元文化的魅力。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跨境金融讲师徐
梅、成值骁以萌发出国意向、作出国前的准
备、 出国后必不可少的金融产品为线索，为
现场家长和学生深度解锁各项中行跨境金
融服务密码，详细剖析留学通关秘籍。

“这次活动太有意义了，中国银行以及
各位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干货，也提供了
丰富的留学跨境产品，让我出国留学的准备
更加充分了。 ”活动现场王同学开心地表示。
本次活动反响热烈，取得圆满成功，是留学
峰会创新史上的又一次“高光时刻”。 未来，
中国银行将始终以“融通世界，造福社会”为
己任，充分发挥全球化布局优势，持续提升
跨境金融服务水准， 助力广大学子走向世
界，以更渊博的学识和更开阔的视野拥抱美
好未来。

■钟佳容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举办“学无止境，中身相伴” 跨境峰会

揭秘

如何“四季如春”？怎样“实时在线”？
看问天实验舱问天路上的航天科技

此次飞行任务中， 有哪些航天科技为问天实验舱的问天之路保驾护
航？航天器在轨时，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护，在太阳照射的情况下，表面温度
可达100摄氏度以上，而没有阳光时，温度会降到零下100摄氏度以下。

问天实验舱作为我国目前最重、尺寸最大的单体飞行器，在极冷极热
的太空环境中， 想要保证舱内各种设备始终处于20多摄氏度的舒适环
境，就要靠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问天实验舱热控团队研制的“太空空
调”。

“太空空调”的核心是遍布各个位置的液冷系统，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问天实验舱流体回路负责人王德伟介绍， 团队为问天实验舱研制了三套
液冷系统，将各种设备或试验载荷产生的热量收集并辐射到外太空，可支
持数千瓦级以上试验载荷的散热， 其中一套是专门为舱外试验载荷进行
温度保障的散热回路。

同时，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制人员开发了大尺寸、高效界面导热材
料，兼顾了舱外载荷维修和导热的双重目的。

在“太空空调”的研制中，为满足部分特殊设备的温度控制要求，许多
新科技纷纷登场， 如舱外设备上使用的太阳反射率超过90%的“白色外
衣”、石墨烯导热索技术等。

航天测控通信是指地面站对航天器进行轨道测量、 遥测遥控和数据
传输，是航天器升空后与地面的唯一联系，就像放风筝的线。因此，航天测
控通信也被大家称为航天器的“生命线”。

本次问天实验舱升空，中国电科用十余个陆基测控站、海基测量船和
天链中继卫星编织了一张全覆盖的测控通信网络。

中国电科首席专家柴霖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第三代“综合化测控体
制”，新一代测控设备为测运控一体化系统，既有传统测控功能，又有高速
数据传输功能，两类数据融合传输，节省资源。

综合化设备和智能手机一样， 可支持在一套航天测控通信设备同时
安装多个应用程序，不同信号形式、工作模式、技术体制的功能可以同时
或分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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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顺
利交会对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
入问天实验舱，中国空间站建造又跨出
关键一步。问天实验舱作为我国首个空
间站科学实验舱在太空能开展哪些实
验，备受关注。记者采访相关领域专家，
对问天实验舱即将展开的实验研究进
行解读。

空间站能提供长期的微重力、辐射
等特殊研究环境，有人参与方便进行实
验操作、 实验模块更换和维修维护，天
地往返运输可实现实验模块更换及实
验样品返回。“空间科学是引领我们科
技发展的前沿领域，探索人类如何在地
外生存，或是研究生命起源等，必须在
外太空来开展相关实验。” 空间应用系
统副总师、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集成技
术中心主任王珂说。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
师、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吕从民

介绍，问天实验舱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4个领域方
向规划部署了10余个研究主题， 已立
项40余项科学项目。 随着此次问天实
验舱发射，微重力条件下高等植物培养
的实验研究将陆续在轨开展。空间站建
成后将持续论证、滚动实施相关科学项
目。

“为了支撑相关领域科学实验开
展， 问天实验舱内部署了多个宽约1
米、高1.8米、深0.8米的科学实验柜，包
括生命生态实验柜、 生物技术实验柜、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科学手套箱和低温
存储柜等。”吕从民说。

吕从民介绍，生命生态实验柜将开
展拟南芥、果蝇、斑马鱼等动植物的空
间生长实验，揭示微重力对生物个体生
长、发育、代谢的影响，促进人类对生命
现象本质的理解。 ■据新华社

解读

问天实验舱内部署了多个科学实验柜
可开展这些实验

7月25日，航天员陈冬（中）、刘洋（右）、蔡旭哲进入问天实验舱。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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