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船物资有效装载容积扩大
20%， “带货” 实力再升级； 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
六度携手 ， 测发时间进一步缩
短、 流程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将
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
领域， 开展29项科学实验和应用
试验……

5月10日晚间， 我国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这
是2023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
的首次发射， 也是我国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首次飞行任务。 此
次的 “天舟快递” 有何升级？ 发
射任务有哪些看点？

看点一：
新一组批生产的货运飞

船“首发”
5月5日，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转入独
立飞行阶段。 如今， 中国空间站
又迎来了新伙伴。

本次发射的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 承担着空间站物资保障、 在
轨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的任务。
相较于空间站全面建造阶段发射
的天舟四号 、 天舟五号货运飞
船，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有着 “不
凡” 的身份———我国载人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首发航天
器 ； 我国改进型货运飞船首发
船； 天舟六号到天舟十一号组批
生产的首发货运飞船。

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后勤补给
航天器， 天舟货运飞船采用型谱
化方案， 设计了满足不同货物运
输需求的全密封货运飞船、 半密
封货运飞船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

种型谱。
截至目前， 天舟一号至天舟

六号货运飞船均由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抓总研制， 其中天舟六号为
改进型全密封货运飞船， 是世界
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 在轨支
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

为了满足密集发射需求， 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在天舟货运飞船
生产过程中实行组批生产方式，
即天舟三号至天舟五号一批生产
研制， 天舟六号至天舟十一号一
批生产研制， 从而确保同一批次
的外形、 功能相似或相近。

从天舟六号开始， 技术团队
针对后续任务需求， 对货运飞船
进行了系统升级， 如对货物舱进
行较大改进， 大幅度增强密封舱
的货物运输能力等， 给航天员提
供的物资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

看点二：
“带货” 实力再升级
天舟货运飞船承担了补给空

间站推进剂消耗以及运送航天员
生活物资的使命， 对于空间站的
后勤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次任务中，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装载258件 （套） 货物， 运输物
资总重约5.8吨， 包括6名航天员
在轨驻留消耗品、 约700千克补
加推进剂和多项实 （试 ） 验载
荷。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
师、 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
绍， 此次携带的航天员生活物资
主要包括服装 、 食品 、 饮用水
等， 其中新鲜水果重达71千克，
约是天舟五号携带水果重量的两
倍， 可满足神舟十五号和神舟十

六号乘组需求。
一艘货运飞船， 其 “带货”

实力———货物装载能力的强弱是
其 “硬核” 评判标准。 因此， 如
何有效提升货物装载能力成为天
舟六号的研制重点。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货运飞船
系统团队将全密封货运飞船拓展
为标准型8个贮箱和改进型4个贮
箱两种状态， 根据空间站补加推
进剂上行需求选用。

改进型全密封货运飞船拓展
了全密封货运飞船型谱， 提高了
密封舱货物装载能力， 可使货运
飞船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低至2
年3发， 切实提高空间站工程综
合效益。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为改进型
全密封4个贮箱状态， 以天舟五
号货运飞船为基线进行了改进，
将原非密封的后锥段更改为密封
舱， 以扩大密封舱装载空间， 提
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力。 同时取
消了一层贮箱， 原后锥段舱内设
备调整至推进舱。

改进后， 整船物资有效装载
容积扩大了20%， 整船物资装载
能力提高至7.4吨 ， 这是我国货
运飞船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破7
吨。

看点三：
“老搭档” 加速再出发
六度携手的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与天舟货运飞船已是一对 “老
搭档”。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为
“天地运输走廊 ” 的 “货运专
列”， 以每年1至2次的发射频率
为我国空间站正常运转提供物资

保障。
在取得连续成功的同时， 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研制队伍也在持
续优化火箭设计和发射场测发流
程。

“在测发流程方面， 本次任
务优化了地面测控软件， 并进行
了单机、 系统和全箭验证， 测发
流程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
时， 经过流程优化， 发射场测发
时间从27天缩短至25天。” 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总体主任设计师邵业涛说。

回首来路， 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自第一发任务至今， 发射场工
作流程所需时间从38天压缩至25
天。 或许在常人看来， 13天的时
间不足为奇， 但为了这13天， 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型号队伍走了近
7年。

压缩时间， 绝不是对流程、
步骤的简单取消， 而是在吃透技
术的基础上对流程的进一步优
化。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郭金
刚介绍， 以往团队采用高精度水
平测量仪来测量火箭的垂直度，
之后团队以厂房平台等设施为参
考， 保证了火箭 “站立” 安全，
简化了发射场操作项目， 也为火
箭整体降本增效作出了贡献。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动力系统副主任设计师
周宏介绍， 研制队伍对火箭发动
机等产品进行了可靠性提升改
进， 进一步消除薄弱环节。

看点四：
未来将开展更多科学实验

本次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除携

带各项物资外， 还搭载了多项载
荷， 用于开展科学实验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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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快速交会对接
后， 将由航天员将相关产品转运
至空间站舱内， 按飞行任务规划
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 、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
学、 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应用新
技术试验等四个领域共29项科学
实验和应用试验。

“我们将在问天实验舱生物
技术实验柜内， 开展空间微重力
环境对干细胞谱系分化的影响研
究 、 干细胞3D生长及组织构建
研究、 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及密码
子起源的分子进化研究、 微重力
环境对细胞间相互作用和细胞生
长影响的生物力学研究等4项科
学实验。” 吕从民说。

按计划， 还将利用梦天实验
舱舱外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
装置， 开展空间辐射损伤评估科
学 与 应 用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 极
端 环 境微生物对空间暴露环境
的耐受性及其机制研究、 空间暴
露环境下生命分子的光化学行为
研究。

吕从民介绍， 在空间应用新
技术试验领域， 还将利用问天实
验舱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
装置， 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 新
型半导体器件、 光纤及光电子器
件等元器件与部组件的空间环境
效应试验， 为新型元器件与组件
的研发以及空间应用与防护提供
技术支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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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国际护士节前夕，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资深
护士吴秀娟接到 “网约” 后， 忙
着为83岁的慢性病患者唐奶奶提
供上门护理服务。 她说： “唐奶
奶患有肝胆管结石， 在医院做了
手术， 出院后需要定期护理， 由
我上门服务。”

吴秀娟从事网约护士已有5
年多时间， 为患者开展了居家护
理服务4000多次。 她为康复期的
患者、 空巢老人和儿童等群体服
务， 足迹遍布三湘大地。

“医院有200多名护士为患
者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服务范围
覆盖了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并延
伸到了周边省份。” 湖南省人民
医院互联网医院负责人刘姣介
绍， 2017年， 医院在全省率先开
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 ”， 患者
及家属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 即

可享受上门护理服务。 目前， 该
医院已开展管道护理、 家庭呼吸
照护、 压疮护理、 癌痛管理等37
项居家上门护理服务， 累计服务
1.4万人次。

疼痛是经常困扰癌症患者的
难题。 湖南省人民医院负责癌痛
管理的网约护士唐灿经常上门为
癌症患者服务。 她认为， 用专业
技术帮助患者缓解痛苦， 是一名
护士力所能及的事情。 网约护士
文辉有着20多年的护理经验， 擅
长呼吸治疗， 经常为患者提供上
门服务。 她说： “很多慢性呼吸
道疾病患者在家中购置了吸氧设
备， 需要我们上门提供指导。”

慢性病患者和失能老人的生
活面临着诸多困难， 为了解决他
们的医疗护理需求， 湖南省在各
地积极推进网约护士项目， 惠及
更多患者。 自2021年以来， 常德

市石门县人民医院推出了专门针
对高龄老人、 失能老人的网约护
士服务，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享受
到便捷的居家护理服务。

湖南省浏阳市73岁的患者刘
大爷因病卧床多年， 需要定期更
换导尿管。 近日， 他的家人在网
上预约了导尿管护理服务。 下单
后， 浏阳市中医医院护理部派出
主管护师刘爱莲赶往刘大爷家。
她评估了患者的身体状况， 利落
地完成了导尿管更换， 同时向患
者家属告知日常护理的注意事
项。

浏阳市卫健局局长欧阳武
说， 浏阳市多家基层医院开展了
网约护士项目 ， 通过 “智慧医
疗+护理” 的模式， 打通了医疗
护理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为
慢性病患者提供 “防、 治、 管”
一体化的健康服务。 据新华社

湖南：网约护士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天舟六号发射四大看点

近日， 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组织的上海德达医院和无锡明慈心血
管病医院两组心血管专家医疗团队， 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开展 “天使之旅”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 此次为
期10天的爱心医疗活动将在新疆伊犁、 喀什等8个地州对3000多名儿
童进行筛查， 需要手术治疗的患儿将免费前往无锡或上海进行救治。
图为专家在为参加筛查的儿童进行诊断。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5月10日，
中铁十四局 “京华号” 盾构机模
型亮相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现
场。 作为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
“京华号” 正在北京东六环地下
40米深处向前掘进， 负责北京城
市副中心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西
线隧道施工。 目前， 该隧道已顺
利掘进6880米， 即将贯通。

据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党
委书记史庆涛介绍， “京华号”
盾构机刀盘直径达16.07米 ， 是

国产首台直径16米级盾构机。 北
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线路全长约16
公里 ， 其中盾构隧道段长7.4公
里。 隧道西线采用 “京华号” 施
工 ， 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盾构隧
道， 开挖断面相当于常见地铁隧
道断面的6倍。

“‘京华号 ’ 掘进过程中 ，
创造了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单
月最高掘进542米的月进尺纪录，
隧道沉降始终控制在3毫米内 ，
确保了工程安全如期推进。” 史
庆涛说。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顺利掘进

� 新华社电 重庆市人力社保
局近日会同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
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联合印
发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延续实
施20个月， 预计可为各类经营主
体及其职工减负约50亿元， 将进
一步助力减轻企业负担、 促进就
业稳定。

上述文件明确 ， 自2023年5

月1日起， 重庆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实施期限延长至2024年年底。 在
全市行政区域内， 单位及个人的
缴费比例均为0.5%。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自2015年以来， 重庆失
业保险费率由3%降至1%， 降费
超200亿元 。 此次延长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将惠及各
类经营主体及其职工。 在办理方

式上， 企业和职工 “免申即享”，
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系统中设
置缴费费率， 形成缴费计划， 税
务部门按计划完成征收。

这位负责人表示， 目前重庆
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具有相应支撑
能力 ， 通过收支分析 、 扩面征
缴、 降费核算、 严厉打击欺诈骗
保等举措， 有效维护基金安全，
保障降费政策落实、 失业人员待
遇按时足额发放。

重庆：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爱爱心心送送到到天天山山脚脚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