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鲁哲）昨天 18时 51分，“上海世界技能大

赛”号长征二号丁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我
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等 11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据悉，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年 10月 12日-17日
在上海举行。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与上海航天技

术研究院联合举行此次火箭冠名发射活动，旨在向中国航天的
大国工匠们致敬，向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普通工人只要有一

技之长，也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灿烂星空。

这也是继世赛会旗登顶珠峰、世赛会旗登陆南极之后，上
海世技赛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推广宣传活动。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精心选择了今年 10月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火箭

作为上海世技赛冠名火箭，在箭体上醒目地标记了“上海世界
技能大赛”，印上了会标、上海世技赛的吉祥物“能能”和“巧

巧”，希望世赛选手们技能筑梦、一飞冲天，祝愿上海世技赛圆
满成功。

空间太阳探测开启
“羲和号”全称太阳 Hα光谱

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

星，运行于高度为 517公里的太
阳同步轨道，主要科学载荷为太

阳空间望远镜。Hα是研究太阳活
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的谱

线之一，通过对该谱线的数据分

析，可获得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
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有助于

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
理机制。

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将观测
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光球

及色球表现，探究太阳爆发的源区动态特性和触发机制，同时
探测太阳暗条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色球表现，揭示其与太阳爆发

的内在联系，还将获取全日面 Hα波段多普勒速度分布，研究
太阳低层大气动力学过程，为解决“太阳爆发由里及表能量传

输全过程物理模型”等科学问题提供重要支撑。
羲和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并

以太阳母亲的形象为人们所认知。“羲和号”取义“效法羲和驭
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羲和号”的成功发射将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创新应用磁浮技术
该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即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采用了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的“双超”卫星平

台设计。八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陈杰在昨天召开的第九届航天
技术创新国际会议上介绍说，传统卫星中，有效载荷均直接安

装于卫星平台；此次采用了磁浮技术，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
总体设计新方法，将平台舱与载荷舱物理隔离，分成了互不连

接的两部分，阻断平台舱微振动对载荷工作的影响，大幅提高

载荷姿态指向精度和姿态稳定度。卫星采用激光通信和微波通
信两种“互为备份”的无线通信方式，在两舱之间架起 5G高速

通信通道。

落区范围缩小80%以上
为缩小落区范围、保障落区安全，本次发射是栅格舵落区

控制系统首次在长征二号丁火箭开展的性能验证试验，通过展

开的栅格舵对一子级返回进行姿态控制，可达到一子级落区范
围缩小 80%以上的目标，让运载火箭落点更加精准可控，极大

改善落区安全环境。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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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透露，经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瞄准 10月 16日 0时 23分发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

名航天员将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
令长。王亚平和叶光富均为“80后”。

空间站验证阶段“最后一飞”

发布会透露，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
术验证阶段第 6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任务的主要目的：
■ 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

建造关键技术试验；

■ 进行 2-3次出舱活动， 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

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作准备；

■ 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 6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
作保障技术；

■ 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
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

■ 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
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

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按照
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 6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

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目前，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4个飞行器将“组合运行”

与神舟十二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三号任务主要有几方面
不同：

■ 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
停靠空间站；

■ 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舱、2艘货运飞船、1艘载
人飞船共 4个飞行器组合运行；

■ 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 6个月，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
间航天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

■ 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
也将会成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 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开展更多的空
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

■ 实施任务的飞船、 火箭均在发射场直接由应急待命的

备份状态转为发射状态。

中国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

段实施。神舟十三号的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
胜之战、收官之战，也是空间站在轨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

键之战。

期待航天员再次“太空授课”

在神舟十号飞行任务中，王亚平太空授课期间，全国有
6000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堂上课，社会反响巨大。中国空间站

不仅是全球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

台，也是鼓励青少年热爱航天、参与探索、追求科学的实践平台。

中国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说：“在此次任务中，我们策划了更加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

活动，我相信王亚平老师会很快为大家带来太空课堂。”
神舟十三号任务中将针对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身心特

点，每月对航天员健康状态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
整航天员失重防护锻炼项目、营养配餐方案及心理支持活动

等，确保航天员以饱满良好的身心状态完成飞行任务。

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了此次任务都经历了严
苛的训练，水下训练超过 100个小时。对于王亚平来说，她除

了是一名航天员，也是一个妈妈。出发前她和 5岁的女儿做了
一个约定。“女儿跟我要分别 6个月，我们俩互相布置任务，我

希望她能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她让我飞行回来的时候，要
摘星星回来，而且要摘很多。她要分享给同学们。”

空间站建造阶段将有“六飞”

完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及工程全系统综合评估
后,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 6次飞行任务———
■ 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运送补给物资，为随后实施

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做准备；

■ 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驻留期间,将先后发射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段转位，在 2022

年底前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

■ 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十五号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在轨轮换。 对空间
站状态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 将择机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
行,开展巡天观测，短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林西强介绍，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将为开展包括航天员联合
飞行在内的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更好平台，已有不少国家和

地区提出了合作意愿，航天员选拔训练也开展了国际合作。

中国人将首次在太空中过春节
昨天下午 5时，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精神饱满，斗

志昂扬。
“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翟志刚在见面会上说：“神舟七号

任务中手持五星红旗太空漫步的那一刻，至今回想起来依然
令我振奋不已。13年后的今天，我将再次出征太空，除了感到

激动振奋之外，更感到的是压力。本次飞行任务比 13年前的

出舱活动更复杂、更艰巨、更具挑战。”
王亚平说：“我们中国人将第一次在太空中过春节。据我了

解，我们的工程总体给我们准备了春节大礼包，但里面有什么我
们也不知道。除夕夜，我们乘组三个人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守岁，

在第一时间把来自太空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祖国，送给大家。”
航天员叶光富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要飞行 6个月，但他为

这一刻已经准备了 11年。2016年，叶光富参加了欧空局的国
际航天员洞穴训练。“当时来自 5个国家的 6名航天员，这次

难忘的国际合作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建设太空家园是我们所
有航天员共同的使命和追求，欢迎国际同行到中国的空间站

做客。” 本报记者 叶薇

“三英”搭乘神舟
“出差”太空半年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明天凌晨发射
飞行乘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火箭冠名“上海世技赛”
一飞冲天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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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18时 51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
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
试验卫星“羲和号”。该
星将实现国际首次太
阳 Hα 波段光谱成像
的空间探测，填补太阳
爆发源区高质量观测
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
在太阳物理领域研究
能力，对我国空间科学
探测及卫星技术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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