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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31日电（记者 李国利
赵叶苹）随着梦天实验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
中国空间站三舱即将组成“T”字基本构型，三舱
强大的实（试）验能力，将推动我国空间科学水平
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梦天实验舱全长17.88米、直径4.2
米，重约23吨，将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实现控制、能源、信息、环境等功能的并网管理，
共同支持空间站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
新技术试验。

梦天实验舱的定位是航天员工作的地方，没
有配置睡眠区和卫生区，但搭载了更多的科学实
验柜和舱外载荷安装工位，特别配置了两块可在
轨展开的暴露载荷实验平台，设计了载荷自动进
出舱功能。

位于梦天实验舱货物气闸舱两层舱门内的载
荷转移机构，可以稳定地将货物从舱内送出舱外，
或将舱外货物运至舱内，最大运送重量可达400
公斤，单次运送货物体积可达1.15米×1.2米×
0.9米，突破了以往舱外科学实（试）验需要航天员
出舱安装作业次数、载荷数量与大小的限制，在轨
航天员将有更多时间精力开展舱内各项科学实
（试）验。

据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空间应用系统副总

师刘国宁介绍，2021年4月29日发射的天和核
心舱搭载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高微重力科学实
验柜等两个科学实验柜已完成在轨测试；2022
年7月24日发射的问天实验舱有生命生态实验
柜、生物技术实验柜等4个科学实验柜，正在开
展在轨测试工作。目前，天和核心舱和问天实验
舱的各项实验工作都在按计划进行。

梦天实验舱的实验柜达到8个，包括超冷原
子物理实验柜、高精度时频实验柜、高温材料科学
实验柜、两相系统实验柜、流体物理实验柜、燃烧
科学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等，目前已经安
排了约40项科学实验项目。

刘国宁说，天宫空间站将是我国未来10年规
模最大的空间综合研究实验平台，最终建成国家
太空实验室，预期能够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
重大发现，揭示若干重要的科学规律，并同步推进
应用和技术转移，进一步推动我国空间科学整体
水平的提升。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计划经理刘慧颖介绍，目前，瑞士、波兰、德国、意
大利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被确定入选中
国空间站。“中国空间站将是一个全球性开放的平
台，是持有合作和开放态度的人类太空之家，可以
创造出更多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刘慧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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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此次
梦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后，将与空间站
组合体交会对接，如“万里穿针”般上
演更高难度的“太空之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
所空间站实验舱主任设计师宋
明超介绍，梦天实验舱与三个
月前发射的问天实验舱个头
差不多，但是交会对接过程
却是“难上加难”。为了解
决两大难点，制导导航
与控制（GNC）系统在
其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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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危险点，因梦天实验舱入轨后太阳与轨道
夹角较大，太阳翼发电量不足以补充耗电量，
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会对接，就需
要中断自主交会对接过程而紧急调整梦天实
验舱的姿态，使其连续对日定向来保证能源
供应。

第二个难点是梦天实验舱交会对接时
组合体是“L”构型的非对称构型，与问天实
验舱交会对接时组合体对称构型不同，这
显著增加了空间站在轨姿态控制的难度。

为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技术
人员为梦天实验舱特别定制了交会对接
任务故障预案，开展了大量的预演预判
和试验验证工作。

根据空间站建造计划安排，后续
我国还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
五号货运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万里穿针
上演更高难度“太空之吻”

本报杭州10月31日讯（见习记者 涂佳煜
通讯员 薛雅文）10月31日15时37分，由国
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历经3年科研攻关研制的
空间窄线宽激光器和空间飞秒光梳随“梦天”一
同升空。

受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委托并参与联
合研制的空间窄线宽激光器、空间飞秒光梳，是
高精度时频科学实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我国抢占空间时频领域战略制高点具有重要
意义。

空间窄线宽激光器是空间冷原子光钟的光
学本地振荡器，在光钟原子参考谱线探测期间
提供稳定的光学频率输出，并与空间飞秒光梳
构成超稳微波源，为冷原子微波钟提供更高稳
定度的频率参考。

空间飞秒光梳是连接高精度时频科学实
验系统主控、空间冷原子光钟、冷原子微波
钟、氢钟、频率比对、穿舱单元等多个载荷的
核心子系统，担负着时频科学实验系统频率
转换和测量的任务。空间飞秒光梳包括飞秒
光纤激光振荡器、光谱非线性展宽和倍频模
块，实现高信噪比飞秒光梳与单频激光拍频
信号探测。

按照任务设计，高精度时频科学实验系统的
成功应用，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套由光钟、微波钟、
氢钟组成的空间冷原子钟组的成功建立，构成了
太空中频率稳定度和准确度最高的时间频率系
统，对人类重新定义时间标准、卫星导航、深空探
测、基础物理量测量、相对论验证、量子通信等均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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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 10 月 31 日电
（记者 李国利 张汨汨 米思源） 10月
31日15时37分，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8分钟后，梦
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准确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段，也
是第二个科学实验舱，由工作舱、载荷舱、货物气
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23吨，主要用于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参与空间站组合体管
理，货物气闸舱可支持货物自动进出舱，为舱内
外科学实验提供支持。

后续，梦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
组合体交会对接。完成有关功能测试后，梦天实
验舱将按计划实施转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已做好迎接梦天实验舱来访的准备。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5次飞行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46
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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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实验舱设计在轨寿命不小于10年
舱体全长17.88米
直径4.2米
质量约23吨
整体翼展约56米
舱内提供13个标准科学实验柜安装空间

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将配合地面操作人员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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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15时37分，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
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胡智轩 摄

戴着戴着VRVR眼镜的苏轼与中国航天员眼镜的苏轼与中国航天员（（创意图创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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