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2年年 66月月 77日日 3 责任编辑 张素云 校对 郭阳阳 组版 桑松华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890540511018905405110纵深新闻

心怀山海，眼有星辰。浩瀚太空再度迎
来中国人逐梦苍穹的身影。

6月 5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航天员陈冬、
刘洋、蔡旭哲顺利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
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告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入轨后，采取径向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同空间站组合体对
接。3位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正式开启 6个月的太空之旅。在轨驻留期
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迎来空间站两个
实验舱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
组进行在轨轮换，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
组”。这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神舟十四号
飞行乘组又肩负哪些使命？

出征：“神箭”再创新纪录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遥十

四运载火箭，站立时长达到近 10个月，刷新
了此前遥十三火箭站立 6个多月的纪录。

为何火箭发射升空前要“站”这么久？
专家告诉记者，自执行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
起，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采取“发射 1发、备
份 1发”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
的生命安全加上“双保险”。

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
箭，就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应急救援火
箭。随着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成
功返回，遥十四火箭也结束了应急救援值班
任务，由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 F运
载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在中国载人航
天的历史上，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执行了从
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
器的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达到 100%，被誉
为中国神箭。”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消除薄弱
环节，研制人员不断进行技术改进。

“这就好比考试成绩要从90分提高到91
分，甚至91.1分，哪怕是0.1分的提升，背后的
工作也并不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为此，研制团队不仅提前对长期竖立状
态下火箭诸如火工品承载能力、螺栓预紧力
等开展了专门的试验验证，并且保证火箭竖
立时的温湿度等环境条件，还会在火箭转入
正常任务状态后对箭上螺栓拧紧力矩、密封
产品的密封性等进行复测。

遥十四火箭发射准备期间，型号团队还
需同步开展遥十五火箭的装配和测试等，完
成应急救援状态的设置。

“通过去年两次任务探索实施流程并行
与优化，今年发射的准备时间有望进一步缩
短。”常武权说。

目标：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 2022年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为标志，
中国空间站已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任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将于 2022年下
半年全面建成。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
段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3

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以及天
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
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
轮换，于 12月返回地球。

此次出征的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堪称
“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他们肩负着完成中
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重要使命。

“在长达 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要
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括 9种组合体
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
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
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黄伟
芬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
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
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
实验室。其中，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
命科学研究，梦天实验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
学研究。”中国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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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
造期的关键一战，困难更多、挑战更大。担
任此次任务指令长的陈冬在出征前说：“我
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
满分的表现，坚决完成任务。”

展望：载人航天“三十而立”
再出发

从 1992年 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
被批准实施，至今已走过近 30年。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神舟十四
号，从一人一天进入太空到多人多天进入太
空，再到驻留太空 3个月、6个月……中国空
间站蓝图绘就，飞天梦伸向更远的天际。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
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
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
引领性工程。

然而，空间站工程立项之初，中国航天人
面临着很多难题，比如空间站长什么样、走什

么样的技术路线、怎么建……任务非常艰巨。
研制准备长达十年之久，许多空间站工

程设计研究人员十年如一日，每个人都把建
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作为追求和梦想，使
一项又一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一个又一个
复杂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介绍，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
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步
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
飞船。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
料和维护。

此外，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
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均可实现重复使用，
新一代载人飞船可搭载 7名航天员。

“同时，我们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
舱段，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为航天
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郝淳
说。 新华社

来自 2022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办方
的有关信息显示，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正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在稳投资、稳增长中发
挥积极作用。这条“大动脉”通畅运行，将为设备赋
智、为企业赋值、为产业赋能，激发出更优的“数字
生产力”。

5G“下田”，“犁”出希望农场
在贵州山王果健康实业有限公司的 5G智慧工

厂，“无数据不管理、无数据不决策、无数据不运营”
的标语十分醒目。刺梨汁生产区的大屏动态呈现
产品生产、包装、储存、运输等环节的情况。

“5G智慧工厂的建设，让我们实现了智能化品
控，通过对实时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旦灌装不
合格就会发出预警。”该公司工作人员杨贵科说。

传统农业拥抱数字技术，藏在深山里的“土特
产”质量、价值也逐步蝶变。

眼下正是猕猴桃盛花期。在贵州省修文县，果
农吴道成的种植基地里，近年来新增了一些“稀奇”
设备：VR摄像机、气象站和探测器，用于记录果树
的生长变化信息。这些 5G传感器采集的各种指标
数据，将通过物联网上传至县里的农业云平台。

“每一块地、每一个猕猴桃，从育苗、栽种、采摘
整个过程实现了可追溯。”修文县副县长朱立军说。

农业的智慧转型基于 5G 基础设施向农村延
伸。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基站 142.5万个，实现
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 98%的县城城区和
80%的乡镇镇区，并逐步向有条件、有需求的农村地
区推进。

基础设施得以完善，5G技术融合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新路径。

在贵州省开阳县楠木渡育苗中心，自动化、智
能化的播种打孔设备让每天的播种量可达到 100多
万株。技术员李诗利说，占地 2.5万多平方米的园
区只需 3个人管理，浇水、施肥、打药等过程用平板
电脑就能操作。

5G“进厂”，“变”出数字车间
去年 2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建成“5G全

连接工厂”。走进型胶车间，地面上，AGV无人搬运
小车正来回搬运半部件；头顶上，数十台空中运输
车根据系统指令也在有序转运物料。

“许多过去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环节被机器
人、机械臂所取代，员工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效率明
显提高。”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部长韩洪川说。

5G“进厂”，加速融入工业全链条，推动实体经济朝着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加
精确的方向提档升级。

在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 220千伏太平变电站，5G智能巡检机器人每天自动
完成 3次变电站全站巡检，对设备运行参数实时监测扫描，帮助运维人员精准掌握变
电站运行情况。

“过去人工巡检需要 2天才能完成的全站巡检任务，如今只需要 4小时左右，运
维精准度还提升了约 65%。”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巡维中心副站
长周敬余说。

信息技术应用带来降本增效，着眼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是需求所致，也是
风口所在。

去年 8月，在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矿 214运输斜巷掘进工作面，智
能型掘进机正式投入使用。该掘进机可以通过地面集控中心进行参数设置，实现远
程操作。

“5G技术有效解决了矿区工作面设备远程控制延迟大、操作不精准等技术瓶
颈，传输时延最低降至 20毫秒，为智能掘进机开展自动化掘进提供了通信基础。”山
脚树矿矿长王海涛说。

“5G+工业互联网”市场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推动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工信部的
数据显示，工业互联网已延伸至 45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
目达到 2400个。截至 3月底，15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可监测的工业
设备连接数量达到 3072万台套、工业App数量突破 22.5万个。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可说，当前，我国产
业界推进 5G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应用逐步从生产辅助环节向
核心环节渗透，“5G+工业互联网”改造覆盖的行业领域日趋广泛，叠加倍增效应和
巨大应用潜力不断释放。

5G“入户”，造出“数智”生活
“打开窗帘！”在卧室门口发出语音指令，窗帘便徐徐打开；送餐机器人穿梭于楼

道间，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饭菜；小区道路上，无人驾驶安防车可实现自主巡逻
……贵州省龙里县中铁国际生态城太阳谷的 5G全感知智能康养社区为未来“数智”
生活描绘了一个轮廓。

中铁国际生态城太阳谷产品总监刘叶说，以无人驾驶安防车为例，能够补充监
控的盲区，如果监测到老人摔倒后没有马上起来，安防车就会自动报警，服务人员能
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施援。

5G商用为优化民生服务供给开辟了新途径，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交通等方面
提供便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请正视上方小屏幕，用遮眼板遮住左眼……”5月 18日，驾驶证 6年期满办理换
证的李安全，来到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西南商贸城业务大厅，在自助体检
机上完成拍照、体检。大约 10分钟后，他就进入了柜台换证环节。

贵州在全省布局的自助体检机具有自助拍照、视力检查、听力检查、辨色力检查
等功能。自助检查结束后，该机器通过 5G网络将体检信息上传到系统，随后即可通
过线上线下办理申领、更换驾驶证等业务。

“申领驾驶证、期满换证，不需要再到医院体检、照相馆照相，为办事群众节约了
很多时间。”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车管处副处长张鑫荣说。

5G以其具有的技术深度，拥有开发创造新业态、新产品的巨大潜力。5G在生
活服务行业深入应用，促进了与其他相关行业技术、设备融合，不断催生出新的服务
产品和类型。

贵州省人民医院构建了患者“上车即入院”的急诊服务新模式：病人上了 5G急
救车后，随车医生可以利用 5G医疗设备第一时间完成验血、心电图、B超等一系列检
查，并通过 5G网络将医学影像、病人体征、病情记录等信息实时回传到医院。

“实现了院前院内无缝联动，快速制定抢救方案，提前进行术前准备，大大缩短
抢救响应时间，为病人争取更大生机。”贵州省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说。

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志发说，当前 5G应用呈现出垂直行业市
场和传统消费市场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未来应抓住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期，聚
焦新型信息消费、实体经济、民生服务三大领域，赋能千行百业，深耕重点行业，培育
领军企业，打造典型场景，加快推出一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新华社

近年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中
老年群体中的常见病悄悄潜入校园，盯上了
少年儿童。如何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日
前记者进行了调研。

“老年病”盯上少年儿童
记者不久前在一家学校走访发现，操场

上有不少“小胖墩”。该校校长对记者说，去
年的一次全校体检，筛查出 17名高血压学
生，主要集中在七年级、八年级。

“有的孩子血压高压达到 160毫米汞柱
以上，普遍都有肥胖。”这位不愿具名的校长
说，这些孩子不适宜长跑，往往只能在操场
边的阴凉处休息。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天津市 2021年对
7.2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和 9.1万名小学二
年级学生进行慢性病危险因素筛查，结果显
示，幼儿园大班儿童血压异常检出率 14.4%，
血脂异常检出率 7.4%；小学二年级学生血压
异常检出率 15.3%，血脂异常检出率 13.5%。

“这一比例并不低。而且二年级学生的
肥胖、血脂异常、空腹血糖受损检出率约为幼
儿园大班儿童的两倍。”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
中心儿保指导科主任冷俊宏说，近年来，儿童
高血压、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发病率不断攀
升，这些慢性疾病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脊柱疾病在校园内也比较普遍。北京
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介绍
说，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
检出率有所上升。2019年全国学生常见病
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脊
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 2.8%。

儿童期各种慢性病不仅影响发育，还将
增加成年后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儿
童期血脂偏高，成年后高血压、冠心病、心脑
肾功能遭到损坏概率也极大增加，危害不容
忽视。”冷俊宏说。

炸鸡“热销”背后的隐忧

天津市的一家学校食堂里，复课期间最
受欢迎的是炸鸡块。

午餐开始一小会儿，三食盆的炸鸡就被
扫荡一空，还有孩子吃完跑回来要再添一
些。这所学校的一次餐品问卷调查显示，孩
子最喜欢的食物中，炸鸡块、炸薯条、炸鸡柳
位列前三。

“不良饮食习惯是青少年患‘老年病’的
重要原因。”马军说。2019年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在此前一周中，近
90%的样本吃过甜食，近 85%的样本吃过油
炸食物；同时，近 40%没有每天食用新鲜水
果，近 20%没有每天食用新鲜蔬菜。

另一方面，孩子们的运动量并未增加。
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教学主任罗辉认为，
目前中小学体育教育主要以跳绳等技巧性运

动为主，缺乏力量训练，一些体育活动的安排
本身也相对枯燥，孩子自我坚持的意愿不强。

同时，很多家长是双职工，劳累一天后
很难再陪孩子进行体育活动。天津一所小
学不愿具名的体育教师王老师说，“双减”后
孩子课余时间多了，家长倾向于给孩子安排
阅读、音乐等素质拓展活动，对于体育锻炼
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家校沟通群内，孩子
读什么书、弹什么曲一个个打卡，但分享体
育活动的寥寥无几。”

记者去年在津晋等 7省市进行的一次
调查问卷显示，尽管多地中小学通过体育暑
假作业的方式督促学生增加锻炼时长，但仍
有将近一半的小学生每天运动时长在 30分
钟以内，达不到相关要求。

健康生活方式是良方
“在儿童早期进行干预，可以最大程度上

降低未来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冷俊宏说，
成年后的慢性病干预往往效果甚微，即便
控制了危险因素也难以回到疾病低风险的
状态。

罗辉发现了体育课与学生健康间的密
切关系：初三学生（九年级）相关疾病患病率
较低。“面临中考体育测试的压力，不少学生
运动量加大，身体素质普遍提高。”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施行的《义务教育体
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全国
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均要开设“体育与
健康”课，其占总课时比例 10%-11%，仅次
于语文、数学。

罗辉呼吁，学校应增加竞技性体育比
赛，激发孩子运动兴趣。如篮球、足球等竞
技性体育活动，适宜作为一项终身运动来培
养；跳绳、踢毽子等则有更广泛的参与度，适
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一些慢性病与超重肥胖关系密切。为
了遏制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增长趋势，天
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防
控，以 2002年至 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
均增幅为基线，力争到 2030年将全市 18岁
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
在基线基础上下降 80%。

家长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第一责任人。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注册营养师潘怡呼吁，家长要合理搭配
孩子日常饮食，减少油炸、烧烤等烹调方式，
控制油、盐、糖使用量，引导儿童不挑食、不
偏食，少吃各种加工零食，少喝或不喝含糖
饮料。

马军还提醒，家长要做好儿童青少年体
重及生长发育监测，定期为孩子测量身高和
体重，做好记录，必要时及时咨询专业机构，
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采取干预措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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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患上“老年病”，当代少年如何强？

机械臂是空间站的“明星”部件之一。
中国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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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在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后续发
射的问天实验舱将配置一个小机械臂。空间
站配置的大小两个机械臂，分工各有侧重，又
相互配合，可满足空间站任务的需求。

与已随天和核心舱入轨工作的大机械
臂相比，小机械臂有着以下 3方面突出的特
点：一是更加精巧，小机械臂的重量和长度
均约为大臂的一半，负载能力约为大臂的八
分之一，相应的目标适配器也更加轻巧，小

臂的运动和操控灵活。二是更加精准，小臂
的末端定位精度更高，位置精度、姿态精度
优于大臂，能够完成精度要求更高的精细操
作。三是可与大臂级联工作，也就是小机械
臂可被大机械臂抓取形成组合机械臂，舱外
作业覆盖范围更广，通过大范围转移满足去
往不同位置进行精细作业的需求。

林西强在介绍小机械臂担负的任务时
说，首先，与大机械臂相似，小机械臂通过目
标适配器连接分离切换，可实现独立舱外爬
行，完成航天员出舱活动支持、舱外状态检
查等任务。其次，小机械臂可发挥自身精

巧、精准的特点，完成精度要求更高的各类
载荷和平台设备的舱外安装、维护和照料等
精细操作。小机械臂还可通过组合臂转接
件实现与大机械臂的级联组合，实现航天员
和载荷的大范围作业，如后续需要在舱外安
装的设备，可以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至梦天舱
的货物气闸舱，通过组合臂的抓取和转移，
完成在舱外载荷平台上的安装。此外，大小
机械臂可协同开展舱外操作任务，还能完成
互巡互检的自身维护工作，有效提高了机械
臂系统的可靠性。

据新华社

中国空间站将再添“明星”部件机械臂

66月月55日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陈冬陈冬（（中中）、）、刘洋刘洋（（右右）、）、蔡旭哲即将开启蔡旭哲即将开启
为期为期66个月的飞行任务个月的飞行任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刚李刚 摄摄

贵州省龙里县中铁国际生态城太阳谷贵州省龙里县中铁国际生态城太阳谷 55GG全感知智能康养社区内的营养餐全感知智能康养社区内的营养餐
配送机器人在运行中配送机器人在运行中（（55月月2323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续刘续 摄摄

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学生们在学生们在““营养配餐课营养配餐课””上上
品尝营养菜肴品尝营养菜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张玉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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