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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2022年11月3日15时
12分，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

梦天实验舱。
后续，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在

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访问， 届时神舟
十四号、 十五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航
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11月3日， 空间站梦天实验
舱顺利完成转位。 转位期间， 梦
天实验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
再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 之后采
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约1小时完
成转位， 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
向端口再次对接。

梦天实验舱为什么要转位？
我国空间站组合体为何要形成
“T” 字基本构型？

转位动作在我国空间站的建
造及后续任务实施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问天、 梦天两个实验舱在
发射后， 首先与天和核心舱进行
前向交会对接， 再通过转位动作
从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移动到
侧向停泊口 ， 从而完成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的建造任务。

为什么不能在实验舱发射
后， 通过侧向交会对接， 直接到
天和核心舱的两侧呢？ 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的专家告诉记者， 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实验舱与空
间站组合体进行侧向对接， 会因
为质心偏差对空间站姿态造成较
大影响， 甚至可能会有滚转失控
的风险； 二是根据空间站建造方
案， 两个实验舱将在天和核心舱
的侧向永久停泊， 如果选择侧向

交会对接， 首先需要在天和核心
舱两个侧向端口分别配置一套交
会对接设备， 且这两套设备只能
使用一次， 造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 两个实验舱先与核心
舱进行前向交会对接， 再通过转
位移至核心舱侧向停泊口的方案
设计是最优的。

为确保梦天实验舱转位任务
顺利实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
制团队精心制定了转位方案。 转
位过程中， 测控与通信分系统、
机械臂分系统等各分系统高效配
合， 使得此次任务仅用约1小时
就圆满完成。

那么， 我国空间站组合体为
何要形成 “T” 字基本构型？ 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指
挥王翔介绍， 为了使航天器易于
运动控制， 构型要保证主结构和
质量分布尽量对称、 紧凑， 以获
得好的质量特性。

王翔表示 ， 转位后的 “T”
字基本构型结构对称， 从姿态控
制、 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
的构型， 易于组合体的飞行， 且
由于其受到的地心引力、 大气扰
动等影响较为均衡， 空间站姿态
控制消耗的推进剂和其他资源较

少。 若采用非对称构型， 组合体
的力矩、 质心与所受到的干扰相
对于姿态控制、 轨道来说都不是
对称的， 其飞行效率更低， 控制
模式更加复杂， 一旦构型发生偏
转， 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和资
源将其控回。

为了让 “T” 字构型更加稳

定可靠，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
制团队着眼于中国空间站的系统
集成， 一体化设计出整站三舱，
构建了一个 “组合体核心”， 作
为 “最强大脑” 对整个空间站进
行统一管理， 保证各舱段、 飞行
器动作协调。

转位成功后，问天实验舱、梦

天实验舱被对向布置在天和核心
舱两侧，形成“T”字的一横。这样
的布局充分利用了每个实验舱自
身近20米长的结构， 结合各自资
源舱末端配置的双自由度太阳翼
驱动机构， 两对大型太阳翼成为
“T” 字一横远端的两个 “大风
车”， 不管空间站以何种姿势飞
行，都能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

此外， 问天、 梦天两个实验
舱的气闸舱都分别位于 “T” 字
一横的端头， 正常工作泄压或异
常隔离时均不影响其他密封舱段
构成连贯空间， 可保证空间站运
行的安全性。

作为 “T” 字一竖的天和核
心舱保持着前向、 后向、 径向三
向对接的能力。 后向可对接货运
飞船， 使组合体可以直接利用货
运飞船的发动机进行轨道机动。
前向、 径向两个对接口不仅可以
接纳两艘载人飞船实现轮换， 且
在保持正常三轴稳定对地姿态
时， 两对接口都在轨道平面内，
即可让载人飞船在轨道面内沿飞
行方向和沿轨道半径方向直接对
接， 无需对接后再转换对接口，
使航天员往返更加安全快捷。

据新华社

专家详解为何空间站组合体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梦天实验舱转位成功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的模
拟图像。

新华社电 大陆赠台大
熊猫“团团”疑似罹患恶性脑
瘤。台北动物园2日举办新闻
发布会透露， 大陆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的两位专家已于
1日晚间抵达台湾并探视“团
团”。 两岸专家已达成共识，
对“团团”治疗以舒缓为主。

台北动物园发言人表
示， 到台参与 “团团” 治疗
护理工作的大陆专家吴虹林
和魏明在饲养管理、 疾病防
控、 科研繁殖等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 并且有过照顾 “团
团” 的经历。 两岸专业人士
就 “团团” 病情开展交流讨
论将会大有裨益。

台北动物园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大陆专家1日晚间
抵达台北后， 便直奔台北动
物园大熊猫馆探视 “团团”
“圆圆” 一家。 2日上午他们
再度入园探视， 与台北动物
园的医师、 护理人员共同照
顾、 治疗 “团团”。

台北动物园工作人员向
两位专家详细介绍了 “团
团” 的诊断和治疗情况。 据
园方介绍， “团团” 近两日
身体状况与活动量基本平
稳 ， 园方目前采取舒缓治
疗。 由于 “团团” 病灶区非

常接近颅底， 不适合进行手
术， 专家们也达成共识， 短
期内应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处
置， 但仍会持续观察并讨论
如何让它更好地生活。

“团团 ” “圆圆 ” 自
2008年在台北动物园安家以
来 ， 深受广大台湾同胞喜
爱 。 在两岸专家共同努力
下， “团团” “圆圆” 分别
在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
幼崽 “圆仔 ” 和 “圆宝 ” ，
组成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不少台湾民众为 “团
团” 送上祝福与关切。 台北
市民王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
台北动物园 ， 希望 “团团”
能够战胜病魔， 早日康复。

展馆出口处设置的 “团
团， 我想跟你说” 专区里 ，
展板上的留言祝福已经贴得
满满当当。 一名署名“张威”
的游客留言寄语“团团”：“希
望你早日康复……谢谢你为
两岸团圆奔赴台湾， 我们爱
你。”

据介绍， 吴虹林、 魏明
预计将于11月7日返回大陆。
在台期间， 他们将与台北动
物园医疗照护团队就医疗及
日常照管展开交流、 提供建
议。

两岸专家达成共识
对赠台大熊猫“团团”以舒缓治疗为主

新华社电 记者从正在北京
举行的2022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了
解到，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 对罕见病用药开通单独申
报渠道， 支持其优先进入医保药
品目录。 截至目前， 已有45种罕
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 覆盖26种罕见病。

中国罕见病联盟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2000多
万人 ， 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
人。 面对日益庞大的罕见病患者
群体， 用药保障的步伐必须不断
加快。

国家医保局通过对罕见病药

品谈判准入， 降低罕见病用药价
格。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黄华波介绍， 2018年以来 ，
通过谈判新增了19种罕见病用药
进入医保药品目录 ， 平均降价
52.6%。

黄华波说， 考虑到包括罕见
病用药在内的一些谈判药品价格
较高、 使用频率较低、 医院配备
确有一定困难， 我国建立 “双通
道” 机制， 让医院暂时没有配备
的谈判药品先进药店， 实行与医
院相同的报销政策， 缓解患者用
药 “燃眉之急”。

建立罕见病用药供应监测机

制、 提高罕见病用药研发和产业
化水平、 支持中医药参与罕见病
防治、 推动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
常态短缺药品储备……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介绍， 我国
采取一系列举措， 努力提高罕见
病用药保障水平。

据介绍， 下一步， 我国将不
断探索完善罕见病用药保障机
制， 持续推进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 完善谈判药品配备机制，
同时加强政策衔接， 发挥基本医
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的多重
保障功能， 努力为罕见病患者提
供更好保障。

我国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11月2日， 在黑龙江省五常
市的稻田中， 农户将收割的水稻
脱粒。 眼下， 我国产粮第一大省
黑龙江秋粮收购 、 加工进入旺
季。 粮食加工企业正加紧收购水
稻， 加工成新米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

产粮第一大省
为“中国饭碗”添米加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