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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17时17分，
搭载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
二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23时49分，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成功对
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
过程历时约6.5小时。随后，神舟二十号航天
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今天1时
17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
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
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
是中国航天史上第6次“太空会师”。
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

应用研究所研制的小型受控实验组件、涡虫
芯片实验盒、微生物实验单元，以及多种实
验样品随飞船上行，将转移至空间站问天舱

生命生态科学实验系统和生物技术科学实
验系统，开展为期1个多月的空间实验。这
些实验对开展微重力对高等脊椎动物蛋白
稳态的影响研究、从个体水平进一步认识再
生基本机制、微生物活性物质和酶在空间环
境下的表达规律研究等具有重要作用。
据透露，神舟二十号任务将以斑马鱼、

涡虫和链霉菌作为研究对象，开展3项生命
科学实验。其中，涡虫是首次上太空。涡虫
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涡虫空间再生实验是
国内首次开展，研究结果有助于解决人类空
间损伤等健康问题。
目前，各实验样品在轨状态良好，各硬

件模块在轨工作正常，正按既定计划开展
工作。

神舟二十号成功对接空间站
涡虫首上太空，开启国内首次空间再生实验

本报讯（记者 王蔚）中国航天
日主场活动——“致敬航天奠基人，
传承科学家精神”纪念中国航天事
业奠基人钱学森归国70周年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上海交
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

2025年恰逢上海交大杰出校
友、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70周年。
钱学森的载誉归来，开启了新中国
航天科技事业的宏伟序章，并为我
国的科技强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钱学森“航空救国、科技报国”的远
大理想在上海这片科技创新沃土上
生根发芽。会场里，纪念钱学森归
国70周年主题标志特别闪耀。它
的设计理念紧扣“航天”与“爱国”两
大要素，以视觉符号凝练钱学森的

卓越贡献与崇高精神。汉字“归”、
阿拉伯数字“70”，以及钱学森图书
馆标识，三者融合构成主体图形框
架，并以“1955—2025”这一具有历
史跨度的具象化时间符号作为“暗
线”，精准锚定钱学森归国的关键时
间节点与当下的时代坐标。

特级航天员、2025年“中国航
天公益形象大使”汤洪波也来到活
动现场。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
向汤洪波赠送了该馆建筑模型“大
地上的丰碑”。这个模型以方正的
结构寓意钱学森心系祖国的赤子情
怀，以开裂的石头寓意钱老迸发的
智慧之花以及在戈壁滩上蓬勃发展
的中国航天事业，表达出“大地情
怀 石破天惊”的主旨。

有意思的是，钱学森图书馆与

中国航天人结缘，还与钱老本人颇
有渊源。2004年春节，刚刚飞天归
来的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与载
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
士一同去看望钱学森。钱老一眼就
认出了杨利伟，亲切地说：“你们现
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
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
你们。”从那以后形成了一个惯例，
每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功完成
后，航天员们都会上门探望钱老。
2011年，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开放
后，相继迎来杨利伟、景海鹏、刘旺、
刘洋、邓清明、陈冬、赵传东等多名
航天员到访。
今天上午，上海交通大学与中

国航天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从构建航天科学教育协同创新
平台、推进科学家精神与思政教育
深度融合、培育新时代航天科技创
新人才等方面强强联合。未来，双
方将联合开展“向星辰出发”主题航
天公益活动，推动“中国航天基金会
奖”获奖者走进高校；推动航天院
士、专家走进上海的大中小学校开
展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精神宣讲。
据悉，今天开始的纪念钱学森

归国70周年系列活动分为“缅怀·
非凡人生”“弘扬·崇高精神”“献礼·
集体记忆”三个板块，通过组织召开
座谈会、策划专题展览等活动，系统
回顾钱学森回国历程及其为国家科
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讲好
钱学森故事，弘扬人民科学家的精
神风范。

致敬航天奠基人 传承科学家精神
纪念钱学森归国70周年系列活动上午启动

昨天，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预
定轨道，航天员陈冬、陈中瑞、王杰将与神舟
十九号乘组在轨轮换，6名航天员将同时在
轨短期驻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八院承担了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电源分
系统、对接机构分系统、推进舱结构与总装、
测控通信子系统、总体电路分系统推进舱电
缆网及三舱配电器等研制任务。
作为各空间站舱段之间实现连接的关

键产品，八院研制的对接机构以其高可靠的
连接强度、刚度和密封性，保障空间站的长

期在轨安全飞行。为保证对接机构的密封
性能，八院对接机构研制团队进行了不下千
次的试验测试。研制团队将对接锁系的同
步性精准控制在毫米之间，将漏率限制在近
乎气密的程度。目前，对接机构已在轨完成
34次对接（不含此次神舟二十号对接）、30次
分离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
八院控制所研制的对接机构控制驱动

单机，则像一把控制对接机构各对接锁的
“钥匙”，靠百分百可靠的完美表现，助力神
舟家族跑好太空“接力赛”。从对接准备指

令发出到对接锁紧完成，近20分钟时间里，
十余个动作一气呵成，每一步都在控制单机
的操控下进行。神舟飞船实施滚动批产，从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万锁一钥开”，神舟
家族太空接力已成新常态，载人航天产品研
制模式转型也开启了“加速度”。
空间站常态化运营后，神舟飞船成为穿

梭于天地之间的定期“航班”，承担着重要的
天地往返运输任务，将航天员和物资送往空
间站，并在任务结束后安全返回地球。电源
作为飞船的心脏，不断迭代升级，从“安全用

电”迈入“自由用电”新阶段。
“自由用电”时代，既能独立供电，又可

与空间站实现并网供电。研制团队升级太
阳电池驱动系统、驱动机构，让电源以更“健
壮”的体格“守护”航天员的安全。经过迭代
升级后的电源系统，不仅能适应地面待命飞
船快速实施应急救援任务，还能确保受到空
间特殊环境影响时整船的在轨安全用电。
目前，几十条故障预案已经过多轮联合测
试，在实现快速响应的同时，可有效确保产
品稳定可靠地工作。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在轨期间，多项操

作需要地面发出指令控制，这就要靠遥控设
备来完成。八院研制团队对神舟二十号载
人飞船全面升级遥控系统，大大缩减了产
品的体积和重量，升级后产品重量约为原
先的42%。 本报记者 叶薇

毫米之间守护 自由用电无忧
上海航天助力神舟二十号再探苍穹

本报讯 以“海上生明
月 九天揽星河”为主题的
2025年“中国航天日”主
场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上
海举办。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
单忠德，泰国高等教育与
科研创新部常务秘书素帕
猜·巴吞纳君，联合国外层
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
霍拉-迈尼出席并致辞。
龚正在致辞中表示，

当前上海正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和中央部署，在
市委坚强领导下，加快建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将强化航天领域局市
联动、央地合作，支持科学
探索、技术攻关与应用实
践协同发展，推动航天元
素深入赋能上海现代化建
设。我们将全力服务航天
强国大战略，倾力培育航
天产业大集群，着力优化
航天发展大生态，为航天
事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上
海动能。欢迎更多优秀企
业、优质项目、优异人才以
航天为“媒”、与上海结缘，
共谱创新与城市双向奔
赴、相互成就的精彩篇章。
单忠德在致辞中表

示，2016年，习近平总书
记对首个“中国航天日”作出重要
指示，擘画了新时代航天事业宏伟
蓝图。中国航天人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探索攻坚，取得辉煌成就。展
望未来，我们要锚定航天强国目

标，强化创新驱动，勇攀航天
科技新高峰；营造产业生态，
建设现代化航天产业体系；
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在外空
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弘扬航天精神，汇聚航天强
国建设强大动力。愿与国际
社会一道，推动人类航天事
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仪式上，国家航天局向

上海交通大学授“中国航天
日”旗帜，与相关国家的科研
机构签署嫦娥五号任务月球
样品借用协议，发布中国深
空探测任务合作项目信息、
“风云太空”空间天气业务系
统、中法天文卫星首批科学
成果，发起成立商业航天创
新联合体。上海市发布关于
加快培育商业航天先进制造
业集群的若干措施。仪式现
场，浦东新区、闵行区商业航
天重点项目签约，“中国航天
公益形象大使”获颁聘书，中
国航天基金会奖颁发。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保

同、上海市副市长陈杰、武汉
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上海
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出席。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上海
市有关负责同志，航天领域
院士专家，高校、企业代表，
主宾国泰国等40个国家的
政府部门、驻华使馆、科研机
构代表，以及15个国际组织

代表参加主场活动。
今年“中国航天日”期间，航天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会议、2025年
中国航天大会等40余场活动将在
上海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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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航天工业学院钱学森班的学生在参观钱学森图书馆 本报记者陶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