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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王 蔚秋冬甘蔗入佳境

天舟八号成功对接天宫送年货
上海航天助力“太空快递”使命必达

■ 今天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完成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AI就医助理“仁小爱”正

式发布。“仁小爱”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全

流程云陪诊服务，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目前

功能涵盖了智能导诊、诊前出行、就医引导、

AR导航、报告解读、健康咨询等全流程环节，

为市民提供便捷顺畅的就医流程与健康管理

新体验。“仁小爱”以女医生为形象，取自“仁爱

之心”之意，同时“爱”也是AI的同音字。

该去哪里挂号，挂号后如何找到科室，

缴费后该去抽血还是做超声等问题，对于来

院就诊的患者尤其是首诊患者来说，容易晕

头转向。现在都可以通过智能就医助理找

到答案。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上海市第一妇

婴保健院“妇科肿瘤临床诊疗中心及科教综合

楼”启用，将构建“一站式”、全疾病周期管理的

妇科肿瘤患者综合诊疗创新服务体系。

此次启用的妇科肿瘤临床诊疗中心及科

教综合楼集医疗、科研、教学等功能于一体，总

占地面积约16亩，新建总建筑面积53180平方

米，新增核定床位数200张。大楼以“智慧医

疗”为目标，打造数字化手术室、智慧化病房、

智能化药房与智慧化病理诊断体系，将助力医

院形成术前评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

肿瘤遗传咨询、康复治疗的多学科智慧化妇科

肿瘤诊治体系，为患者提供妇科肿瘤多学科一

体化治疗方案。

仁济医院AI就医助理“仁小爱”上线

就医实现全流程智能云陪诊

一妇婴妇科肿瘤临床诊疗中心启用

构建“一站式”诊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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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美好，或许有一多半要归功于

甘蔗。有宋朝唐庚的诗为证：“啖蔗入佳

境，冬来幽兴长。”

季节正由秋转冬。秋日甘蔗赛过参，

霜降过后甘蔗甜。坊间还有“甘蔗吃得欢，

医生不用看”之说，意思是爱吃甘蔗的人，

肯定有一口好牙齿，而且血糖也不高，还用

得着去看医生吗？

甘蔗的形象不是紫来就是绿。苏轼作

诗《甘蔗》：“笑人煮积何时熟，生啖青青竹一

排。”青竹就是青皮甘蔗，水分足且口感脆

嫩，非常适合直接食用。而另一种紫皮甘

蔗，甜度更高些，适合入菜或制成点心。浙

江特产“义乌红糖”，就是用紫皮甘蔗做的。

模样似竹子，味道甜如丝。外卖送到

家的甘蔗，被切成了小段。捧一袋在手里

一边吃一边追剧，一集电视还没结束，垃圾

桶里的渣渣已经快满了。生活的甜蜜，从

舌尖流淌进心田。在甘蔗摊前，常常听到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笑着自言自语：“再不

吃就吃不动了。”

吃不动也不要紧。甘蔗煮水是很好的

养生饮品。“一根甘蔗五副药。”倒不是说甘

蔗可以当药吃，而是说它具有多方面的营

养保健功效。吃甘蔗可以滋养润燥、健脾

利尿、促进消化，甚至还能美容呢。因为甘

蔗里含有一种叫作乙醇酸的天然物质，是

生产护肤品的重要原料，有助于解决皮肤

老化、皱纹、黑斑、暗疮等问题。

我喜欢用紫皮甘蔗和地梨一道煮水，

无论热饮还是凉饮都特别清火。用甘蔗做

菜，广东和广西人家很拿手，喜欢清淡和偏

甜的本帮拥趸，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比如

甘蔗羊肉汤，羊汤的鲜美中渗透进甘蔗的

清甜。我曾经做过一道红焖鸡块，小火慢

煨时加进七八个切成拇指大小的紫皮甘

蔗，装盘前再把甘蔗拣掉，此时的鸡肉里早

已吸足了蔗汁的甘饴。

甘蔗丰收寸寸甜，美好生活节节高。

这样的快乐与幸福，怎能不让人陶醉。

昨天23时13分，天舟八号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遥九
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至预定轨道，我
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三次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八号货运飞

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2时32分，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
后，天舟八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八号货运

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天舟八号携带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在轨9个月的生活

物资、平台设备、推进剂和科学载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承担了天舟货运飞船电源分系统、对
接机构分系统、推进舱结构与总装以及测控与通信分系
统设备、总体电路分系统推进舱电缆网等的研制任务。

天舟八号

空间站

新民随笔

金牌产品练就“送货”实力
如今，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每年

都将发射2艘神舟飞船、1—2艘天舟货运飞船，

助力我国空间站长达十余年的常态化运营。

天舟货运飞船是目前世界上运货能力最

强的货运飞船之一，发射频次已由1年2次优

化为2年3次，进一步节约天地运输成本。此

前发射的天舟六号、天舟七号都是改进型的

货运飞船，载货空间比之前增加了24%。这

次即将发射的天舟八号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

200多升、100多公斤的载货量。

此次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实施3小时快速

交会对接。面对空间站常态化发射需求，八

院研制的对接机构、太阳电池翼和锂离子蓄

电池等金牌产品，展现出了强大的自信，以过

硬实力保障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高密度

发射任务。

目前，对接机构已经出色完成了34次对

接，对接适应能力也从早期的8吨提升至目前

的180吨，强大的适应能力和高可靠性为一批

又一批的航天员物资进驻空间站搭建起安全

可靠的“太空走廊”。

单靠稳定的连接还不够，天舟系列货运

飞船采用的半刚性太阳电池翼具备轻量化、

高压安全性、高承载性、展开方式简单和展开

速度快等优势，为货运飞船插上了一对有力

“臂膀”。

除了“快递小哥”，货运飞船还有另一个

身份：可以与空间站开展并网供电，在整个空

间站能源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空间

站组合体对接前，货运飞船与空间站是两套

独立的能源系统；对接后，货运飞船可以与空

间站互相输送电能资源。既可独立充电，也

可互相充电，1+1>2，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

作为天舟的“大心脏”，八院研制的锂离

子蓄电池承担了飞船在发射段以及飞船入轨

后太阳翼完全展开前的供电功能，为了确保

各个阶段的稳定供电，研制团队通过在地面

开展深度放电联试和单体电池深度放电等多

个试验，确保了快速交会对接过程中飞船的

能量充足。

数字化推演总装细节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推进舱有八个分系统

和数十项总装检验要求，成千上万的数据记

录着从零件、部件到产品交付的每一次变化。

推进舱总装团队的“80后”检验员李达

经历了从手写记录数据到电子数据整理归

档，再到如今“端到端”的数据包系统，他感

受到了技术变革带来的便捷。“一份出厂质

量报告的80%数据需要我们从一本本工艺

文件上找出来，不仅效率低，还有可能误

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包’，一下子就

能找到数据。”

李达提到的“数据包”是八院149厂在工

艺技术改进过程中形成的数字化质量数

据。149厂建立“要求端—执行端—采集端

—输出端”的质量数据“流转链”，结合终端

MES系统，将原本的表格化工艺记录搬到了

终端系统上，形成按时间、产品类型、总装区

域等分类归档，实现了全流程的信息化管

理，对飞船的研制状态记录、数据复查起到

关键作用。

如此一来，李达只要通过“一站式”信息

采集系统将每日工作记录、拍摄的照片完整、

清晰地上传，就能完成数据信息更新。需要

查询时，他只要轻轻一点便可查询到所需信

息，从而使得总装质量数据传递更畅通。

另外，自从数字化总装系统上线后，总装

现场再也看不到纸质图纸。在天舟货运飞船

推进舱的三维图纸中，导管和电缆之间“纵横

交错”，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数字终端设备查看

它们的“真面目”，知悉它们之间的“盘根错

节”，增加了总装产品的可视性和可读性，确

保将设计、工艺要求真真切切地落到实处。

进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推进舱操作前，研制

人员要通过数字终端进行一次推演，查看每

一根导管和管路之间的走向，关注每一个装

配细节，仔细判断每一个产品之间的位置关

系，哪里需要管路弯曲、哪些需要绑扎电缆、

哪里需要留有间隙……在三维模型的“加持”

下，总装操作更加可靠。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记者 马丹）昨天开始，一股强

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今天2时，它的前锋已

经到达华北南部，冷空气抵达上海后，天气将

转为阴冷。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今起三天，这股

冷空气将陆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这

些区域的气温将普遍下降6~10℃。今天夜里

起，冷空气将逐步影响本市，气温会明显下

降，并伴有6~7级偏北阵风，沿江沿海地区阵

风有7~8级。周日，冷空气主体影响上海，阴

雨逐渐停止，并逐步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

但是，干冷空气也将带来气温的下跌，全天气

温预计只有15~18℃，再加上风力较大，5级

北到东北风劲吹，阵风可达6~7级，阴冷体感

加重，市民记得及时添衣。

下周天气呈现两头阴雨、中间晴的格局，

洗晒选在周中最为合适。下周初，冷空气“控

场”，18日到19日的气温只有12~15℃，可以

说秋寒十足。周三起，白天气温会有小幅回

升，但和这两天的气温相比，仍然明显下了一

个台阶，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1字头，预计在

16~17℃。11月以来，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明显

偏高。此次这波强冷空气影响过后，全国气

温将会回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

大风+降温！冷空气今夜到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