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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7月 25 日致电德

劳帕迪·穆尔穆，祝贺她就任印度共和国

总统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7月

25日在海南海口开幕。本届消博会以“共
享开放机遇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7月 25 日应

询表示，日本政府的《防卫白皮书》无权就

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7月

25日就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表示，专案组

对涉及的每一条违法犯罪线索均全力以赴

开展侦查调查，一定会彻底查清全案，依法

严惩犯罪

◉印度新当选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

7月 25日在议会大厦宣誓就职，成为印度

首位来自部落地区的总统和历史上第二位

女总统 （均据新华社）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5 日 电

（记者郭明芝 郭中正）据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问天实验舱

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

时间 7 月 25 日 3 时 1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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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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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实验舱

“问天”“天和”太空牵手

债权转让通知
河南居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于

2021年 12 月 28 日将我对你单位享有的

（2019）豫 0411民初 3828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工程款及利息债权中的其中31万元

份额转让给郭永伟，请向郭永伟履行还款

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王铁闯

2022年 7月 26日

根据省、市部署，为保护森林

生态安全和国土绿化成果，我市拟

于 2022年 7月 29日至 8月 19日对

全市国道、省道、高速及重点河道

两侧 2 公里范围内，市、县城区周

边 5—10 公里范围内的林木实施

飞机防治重点林业有害生物工作，

所用药物对人、畜无害，请蜂、蚕养

殖户采取避让管理措施。

平顶山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

防控指挥部

2022年 7月 26日

飞 防 公 告

（上接第一版）

同时，该局利用人民调解信息系统平

台，将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处

理的矛盾纠纷纳入管理，做到案件录入

100%。借助大数据信息研判优势，准确把

握基层矛盾纠纷发展态势，精准配置人民

调解服务资源，及时打通基层矛盾纠纷化

解的痛点、堵点，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实

效，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安全防线。

此外，该局一方面加强与国家、省、市

级主流媒体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充分用官

方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全

方位、多角度广泛传播基层司法好声音，讲

好新时代人民调解好故事，引导群众通过

人民调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2021年，司法部表彰了 300个“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995名“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员”，舞钢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荣

列其中，我市人民调解员李洪涛、李疆红、

何莹莹等榜上有名。

“立足新时代新坐标新起点，我们将进

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奋进，精准把握新时代

‘枫桥经验’核心内涵，对各种矛盾纠纷防

范在先、预警在前、处置尽早、化解于小，做

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市、

矛盾不上交，切实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持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我市‘壮

大新动能、奋进百强市’赋能添彩。”市司法

局局长陈建忠说。

（本报记者 曹晓雨 通讯员 袁方）

践行“枫桥经验”
打造“鹰城样本”

据新华社东京 7月 25日电 据日本媒

体 25日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证实日

本国内出现首例猴痘病例。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说，这个病

例是东京都一名 30多岁男性，有过出国经

历。他在国外时接触过后来被确诊的猴痘

病例。

日本专家指出，猴痘不会轻易传播，呼

吁人们冷静对待。

共同社 25 日引用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专家的话报道说，猴痘病毒人际传播主要

是通过接触传播，比如接触到患者的体液

或皮疹。

日本报告本国
首例猴痘病例

一问：“问天”长啥样？

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

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舱，主要

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

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问天实验舱舱体总长 17.9 米，

直径 4.2 米，发射重量约 23 吨，是我

国目前最重、尺寸最大的单体飞行

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

总体主任设计师张昊介绍。

二问：“问天”为何“零
窗口”发射？

“问天实验舱需要与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进行交会对接，因此，必须

在规定时间发射，也就是‘零窗口’

发射，否则将无法到达指定位置，需

要耗费巨大代价调整轨道；甚至导

致发射终止，那就需要等待下一个

发射窗口重新组织发射，严重影响

任务周期。”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五号 B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刘秉说，这次发射是长五系列火箭

首次执行“零窗口”发射任务。

刘秉介绍，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应用了起飞时间偏差修正技术，最大

修正时间为2.5分钟。“通俗理解，在0

到2.5分钟这个时间段内的任一时间

点发射，火箭都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自

动修正因推迟发射导致的飞行偏差，

将实验舱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三问：“问天”如此庞
大，如何“穿针引线”？

问天实验舱尺寸大、太阳翼柔，

升空时具有发动机推力相对更小、羽

流干扰更大等特点，多种情况耦合，

给交会对接带来诸多难题。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问天实验舱 GNC分系统

副主任设计师宋晓光说：“前辈留下

了很多经验，包括一些算法和策略，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针对问天实验舱

做了大量的设计和仿真验证。”

“具体措施，一方面是把参数搞

准，另一方面是在算法上做到有更

强的适应能力。”宋晓光说。

四问：航天员能立刻
进入“问天”吗？

25 日 3 时 13 分，问天实验舱与

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约 7 个小时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进入问天实验舱。为什么航天

员在交会对接后没有立即进入问天

实验舱？

“发射并完成对接后，航天员是

不能直接进入问天实验舱的。航天

员首次进入至少需要以下步骤：首先

是提前启动舱内有害气体净化功能，

建立满足进人条件的环境，包括舱内

的压力、温度、湿度和风速等，有些工

作从地面就已经开展了；第二步是确

保天和核心舱、过道和问天实验舱压

力都一致平衡了，才可以轻松打开舱

门。”航天员中心问天实验舱环控生

保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罗亚斌说。

进入问天实验舱后，航天员马

上又要进行忙碌的整理工作，包括

物资搬运、生活环境布置、科学实验

准备、出舱活动准备，将“太空之家”

布置得更加合理、宽敞、舒适。

五问：“问天”带了什
么上天？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

及资源舱 3部分组成。问天实验舱

中的工作舱近 10 米长，是我国目前

最大的载人密封航天器舱体。工作

舱后面紧接着是气闸舱，以后专门用

于航天员出舱。再后面就是资源舱。

问天实验舱舱内主要设备布局

在工作舱，装载了 8个实验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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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温存储柜以及 3个为后续预留的空

置实验柜，还有 3 个睡眠区、1 个卫

生 区 ，以 及 平 台 飞 行 所 需 要 的 设

备。“舱外还装载了 22 个载荷适配

器，就像是把一个大型科学实验室

搬到了太空。”张昊说。

六问：“问天”能做哪
些实验？

问天实验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舱内最

具“含金量”的当属 8个宽 1米、高 1.8

米、深 0.8米的科学实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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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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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实验柜开

展细胞组织培养、空间蛋白质结晶

与分析、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和空间

生物力学等实验；变重力科学实验

柜支持开展微重力、模拟月球重力、

火星重力等不同重力水平下的复杂

流体物理、颗粒物质运动等科学研

究；科学手套箱提供洁净密闭空间

和温湿度环境控制，配置灵巧机械

臂具备细胞级精细操作能力，为航

天员操作多学科实验样品提供安

全、高效支持；从-80℃到 4℃的低温

存储柜，能够满足不同实验样品的

不同温度需求。

实验舱外部署了能量粒子探测

器、等离子体原位成像探测器，为航

天员健康、空间站安全运营提供保障

支持，并可用于空间环境基础研究。

七问：“问天”与“天
和”如何分工合作？

相比一个飞行器或者一个航天

器来说，多个航天器的组合，控制起

来更复杂。张昊介绍，问天实验舱跟

天和核心舱对接完成后，要把这两个

舱段的组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

控制，核心舱作为主控舱段，问天实

验舱是从属地位，同时问天实验舱的

平台功能与天和核心舱互为备份。

八问：“问天”柔性太
阳翼的功能是什么？

问天实验舱所携带的太阳翼，

是目前国内最长最大的柔性太阳

翼，刷新了我国航天器在轨使用太

阳帆板的纪录。

宋晓光介绍，太阳翼采用了双

轴控制，在舱体姿态不做调整的情

况下，就能随时调整朝向。

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天和

核心舱的一个太阳帆板将转移到问

天实验舱资源舱的尾部。届时，问天

实验舱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发电

站”，为组合体源源不断地供电送能。

九问：“问天”小机械
臂能完成什么工作？

与天和核心舱一样，问天实验

舱也搭载了一个机械臂。相比于核

心舱配备的展开长度达 10 米、最大

承载质量 25吨的大机械臂，问天实

验舱的机械臂要显得更“短小精悍”。

张昊介绍，大机械臂手臂够长，

转移范围更大，作业半径近 10米；力

气够大，简直是一个“大力士”，可以

抓住并转移一个完整的航天器。

相比之下，问天实验舱的小机

械臂长度约5米，承载能力为3吨，但

这个“小手”的设计目的就是抓握中

小型设备，进行更为精细化的操作。

比如，它可以在不需要航天员

出舱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舱外载荷

的安装、更换等照料操作，可以有效

节省航天员在轨工作负荷。

大小机械臂还可组合使用。“我

们可以将大小机械臂视为人的两只

手，互相交接东西，协作使用；也可

以将两只手臂攥在一起，形成更长的

机械臂，进行覆盖整个空间站表面的

一些操作和爬行需求。”张昊说。

十问：“问天”上还有
什么“黑科技”？

空 间 站 建 造 过 程 中“ 惜 重 如

金”，但此次问天实验舱携带了 4个

100多公斤的大家伙，学名叫控制力

矩陀螺，已经升空的核心舱携带 6

个、天舟四号携带 1个，随后天舟五

号还将携带 1个，12个控制力矩陀螺

联合使用，就可以使超过 100吨的空

间站的姿态控制“坐如钟、行如风”。

“通过控制力矩陀螺不同速度的

转动能够有效控制航天器的姿态，减

少通过燃烧燃料推动航天器姿态调

整的消耗，是节能神器。”宋晓光说。

我国第一台控制力矩陀螺，是

2011年随天宫一号上天的。它的在

轨应用是我国空间机电部件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

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5日电）

“问天”十问
——详解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

7月 24日下午，长征五号 B遥三运载火箭托举着问天实验舱一飞冲天。约 13小时后，问天
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7月 25日 10时 03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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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天”长啥样？带了什么上天？能做哪些实验？有哪些“黑科技”……“问天”十问，详细
解读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

图②：航天员陈冬开启

问天实验舱舱门。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77 月月 2525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

问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问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这是这是

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的模拟图像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郭中正 摄摄

图①：7 月 25 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入问

天 实 验 舱 。 航 天 员 陈 冬

（中）、刘洋（右）、蔡旭哲进入

问天实验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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