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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三舱间舱外行走“天桥”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首先完

成了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舱
间连接装置、天和核心舱与梦天实
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搭建起一
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天桥”，航天
员蔡旭哲通过“天桥”实现了首次
跨舱段舱外行走。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
空间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李学东
介绍，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特殊而复
杂，为了让航天员自在“穿梭”于舱段间
完成各项舱外任务，搭建一条舱间转移
路径成为首选。

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舱外
维修工具研制团队特别为空间站
设计了灵活而安全的舱间连接装
置，它是目前空间站上行舱外工具
中长度最大，且可以跨舱开展空间
在轨维修作业的关键设备。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
装置长度约为3.2米，重约16公斤；
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长度约
为 2.6米，重约 15公斤。航天员将
其一端与实验舱连接装置的基座
连接，另一端与天和核心舱的环形
扶手连接，安装完成后，航天员可
实现从实验舱到天和核心舱的爬
行，不再需要机械臂临时搭桥。
组合机械臂的自由度达到了14个

此次出舱，机械臂分系统全程
配合航天员开展出舱活动，测控与通
信分系统在天地间搭建起畅通的通
信链路，数管分系统发挥“智能大脑”

作用，仪表与照明分系统为舱内外提
供环境照明和舱内状态显示……“T”
字构型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三舱完美协作，圆
满保障了出舱任务的顺利完成。

任务中，空间站组合机械臂首
次合作，支撑出舱任务顺利实施。
组合机械臂由大机械臂、小机械臂
和大小臂转接连接件共同组成。

专家表示，大臂加小臂，使组
合机械臂的覆盖半径大为扩展，
站在天和核心舱的目标适配器
上，能够对本次任务的三舱目标进
行操作——这是单臂无法做到的。
此外，相较于只有7个自由度的大、
小机械臂，组合机械臂的自由度达
到了14个，工作起来更加灵活。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
部机械臂产品副总师高升介绍，机
械臂变长后，柔性随之变大，在进
行目标操作时的控制难度增大，变
长的机械臂也会增加运动规划的
难度，大、小机械臂在运动规划时
要考虑对方的姿态。

为克服上述技术难题，在空间
站总体的牵引下，机械臂研制团队
充分论证、反复试验，确保了组合机
械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舱外载荷
照料和航天员出舱等任务提供了更
加强大的保障。现在只需要通过组
合机械臂，就能轻松把小机械臂转移
到梦天实验舱，转移之后大、小机械
臂分开，小机械臂再爬到相应的目
标适配器上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

引入玉米祖先的优质基因
我国科学家让玉米
变得更有“营养”

新华社电“玉米的祖先”——
野生玉米，名叫“大刍草”，经过9000
多年人工驯化，被改造成现代玉米，
成为世界上最高产的农作物之一。

经过长达10年不懈努力，我国
科学家从野生玉米“大刍草”中，成功
找回玉米人工驯化过程中丢失的、
一个控制高蛋白含量的优良基因
THP9，克隆出来并正在申请专利。

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分子
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巫永睿研
究员和上海师范大学王文琴教授
夫妇合作，并带领黄永财、王海海、
朱一栋等团队成员共同完成。17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
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研究团队还在三亚开展了大
规模田间试验，将野生玉米高蛋白
基因THP9杂交导入我国推广面积
最大的玉米品种中，结果显示杂交
种籽粒的蛋白含量提高了12.7％。

日本首个登月探测器
通信不稳定

新华社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 17日发表公报说，16日
搭乘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
射系统”升空的日本首个登月探测
器“好客（OMOTENASHI）”与地面
的通信不稳定。

宇航研发机构的公报说，火箭
于美国东部时间 16日 1时 47分从
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升空，该探测器当天与火箭分离，
但目前探测器自动朝太阳方向调
整角度以充电的功能还未能启动，
与地面的通信也不稳定。探测器
正努力维持姿态稳定，以保证电力
供应和建立通信。

国安部原党委委员
刘彦平受贿案开庭

新华社电 2022 年 11 月 17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安全部原
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
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
平受贿一案。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2001年至2022年，被告人刘彦平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工作安排、
车牌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2.34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
受贿罪追究刘彦平的刑事责任。

神舟十四号乘组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
首次实现跨舱段舱外行走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
北京时间 2022年 11月 17日
16时50分，经过约5.5小时的
出舱活动，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
任务，航天员陈冬、蔡旭哲已
安全返回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
首先完成了天和核心舱与问
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天
和核心舱与梦天实验舱舱间
连接装置的安装，搭建起一
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天
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
桥”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
行走。此外，还完成了问天
实验舱全景相机A抬升和小
机械臂助力手柄安装等任
务，全过程顺利圆满。

这是空间站“T”字基本
构型组装完成后的首次航天
员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航
天员与组合机械臂协同工作
的能力，进一步验证了问天
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动相
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搭建“天桥”检验组合机械臂
“T”字构型中国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看点多

11月17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同，圆满完
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这是空间站“T”字构型组装完成后的首次航
天员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航天员与组合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进一步
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11月17日，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蔡旭哲成功出舱的画面

11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航天员陈冬成功出舱的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