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舱机械臂
为出舱活动保驾护航

此次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航天员
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雄伟有力
的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格外引人注
目。

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展开长度为
10.2米，最多能承载25吨的重量，
是空间站任务中的“大力士”。其
肩部设置了3个关节、肘部设
置了1个关节、腕部设置了
3个关节，每个关节对应1
个自由度，具有七自由度的
活动能力。

通过各个关节的旋转，
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能够
实现自身前后左右任意角
度与位置的抓取和操作，为
航天员顺利开展出舱任务
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除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外，空
间站核心舱机械臂还承担舱段转位、
舱外货物搬运、舱外状态检查、舱外大
型设备维护等在轨任务，是目前同类
航天产品中复杂度最高、规模最大、控
制精度最高的空间智能机械系统。

为扩大任务触及范围，空间站核
心舱机械臂还具备“爬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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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哇，，这外面太漂亮了这外面太漂亮了””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任务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 公 室 消 息 ，北 京 时 间
2021 年 7 月 4 日 14 时 57
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
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
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
务，航天员刘伯明、汤
洪 波 安 全 返 回 天 和

核心舱，标志着我
国空间站阶段航

天员首次出舱
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4 日，航天员刘伯明、汤
洪波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
舱成功出舱。刘伯明出舱后
感叹：“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这是继 2008 年神舟七
号载人飞行任务后，中国航
天员再次实施的空间出舱活
动，也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
天员的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
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
圆满完成了舱外活动相关设
备组装、全景相机抬升等任
务，首次检验了我国新一代
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首
次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

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
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
全性，为空间站后续出舱活
动的顺利实施奠定了重要
基础。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乘组自 6 月 17 日进驻天
和核心舱以来，按计划
开展了各项工作，目
前 3 名航天员状态
良 好 ，后 续 在 轨
飞行期间还将
进行一次出
舱活动。

尺寸公差
不超过1毫米

与 王 其 芳 同
样手巧的，还有做
手 套 的 师 傅 郭
浓。他两个月要
交 付 6 副 舱 外 手
套，几乎每天都在
埋头苦缝。就算
是手缝，同样要求
精准，尺寸公差也
不超过1毫米。郭
浓介绍说，更重要
的是，由于航天服
的特殊性，不能反
复拆缝，走针的时
候务必小心，力争
一次到位。

舱
外
手
套

制作需要经过
47道工序

头盔面窗有多
层，最里层为双层
压力面窗，是整个
头盔的承压密封结
构，呈曲面型，直接
关系到航天员的生
命安全，必须做到
绝对安全可靠。

“ 且 不 说 它 的
承压材料要经过多
少轮的选择、测试，
光密封加缝合就耗
时两个月，一共完
成47道工序。”中心
研发与总装测试部
副部长邓小伟说，
就 拿 面 窗 除 尘 来
说，先吹洗，再不间
断 擦 拭 两 小 时 左
右，直到肉眼看不
到一丝灰尘。

头
盔
面
窗

既舒适又灵活

在太空，航天
员穿着航天服后活
动的操作主要靠上
肢实现，所以制作
时既要考虑活动的
灵活性，还得考虑
充压后的承力性。
缝纫车间的王其芳
用一双巧手，做出
来的“波纹袖”充压
后舒适度和灵活度
都是一流。

她以打结为例
介绍说，因为结点是
多条线的交错处，特
别硬，就得用簪子扎
孔、穿针，再用镊子
把针拽出，光打结就
有3道工序，一套舱
内航天服上肢有76
处孔需要打结，仅这
个活就得干两三天。

﹃
波
纹
袖
﹄

航
天
服

装配一套
需近4个月

舱 外 航 天
服的软结构，包
括 上 下 肢 和 手
套，从里到外是
舒适层、备气密
层、主气密层、
限 制 层 和 热 防
护层等，既能抵
抗太空风险，又
能穿着舒适、行
动灵活，重而不
笨。

据了解，仅
做 一 副 舱 外 航
天 服 下 肢 限 制
层 需 要 260 多
个小时，而装配
一 套 舱 外 服 需
要近4个月……
这 已 经 是 他 们
的最快速度了。

全身上下
铺线100米

航天员在舱
外活动时会产生
热量，需要穿上
给身体降温的液
冷服。

液冷服是由
弹 性 材 料 制 成
的，全身上下全
是细密的小孔，
供 42 根液冷管
路线均匀穿过，
每两孔间穿 1 厘
米的线，全身上
下铺设100米左
右 ，就 得 穿
20000 个孔，尤
其是头部的蛇形
分布线路，得穿
出个太极图。

液
冷
服

反复刷几遍胶

航天服的气密性要求
极为严苛。车间的林波师
傅介绍说，比如为舱外航
天服气密层刷胶，也不是
简单地刷，要观察温湿度、
刷胶时间、薄厚度要适量
均匀。

“刷完晾，晾完刷，要
反复刷上几遍。”林波说。

解码“飞天”舱外航天服

我国自主研
制120公斤重的“飞天”

舱外航天服在太空中格外
醒目。那么，这件比黄金还
贵重的“飞天战袍”，是由
什么做成的？又是怎

么做出来的？

不能有0.1毫米
细微毛刺

舱外航天服有个金属
结构的硬躯干，外形像是一
个铠甲，背后挂有保障生命
的通风供氧装置。金属“硬
躯干”上有1000 多个米粒
大的小孔，和配套的各种不
同规格的螺丝，组长岳跃庆
带着组员们用镊子夹着酒
精棉一点点仔细擦拭，再用
放大镜检查是否彻底擦洗
干净。多年来，岳跃庆练就
了“好手功”。他说，哪怕是
0.1毫米的细微毛刺，都能
摸出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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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
拍摄的航天员刘伯明出
舱场面。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 摄▲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航天科研人员在紧张工
作。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 摄

▲扫码查
看跨越13年的
两次出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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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约7000名儿童因用药不当死亡

儿童用药 难题如何破

药是救人的法宝，但如果
用不好，危害很大。“是药三分
毒”，对于成年人来说，药品使
用不当可能反遭其害，若放到
儿童身上，则可能造成更为严
重的后果。

据统计，因用药不当，我
国每年约有 3 万名儿童耳聋，
每年约 7000 名儿童因用药不
当死亡。我国儿童药物不良
反应率为 12.5%，是成人的 2
倍，新生儿更是达到成人的 4
倍，儿童不合理用药、用药错
误 造 成 的 药 物 性 损 害 更 严
重。在儿童群体中，药物中毒
占所有中毒就诊儿童的比例，
2012 年达 53%，2014 年则上升
到 73%。从中毒年龄来看，0
到 14 岁的药物中毒儿童中，1
到4岁儿童占比最大。一组组
数字背后，受到伤害的不仅是
孩子，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保障
儿 童 用 药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药片虽小，事关民生。儿
童用药，究竟该怎样做，才能
安全有效？

“掰”“猜”“减”
儿童用药靠这些能行吗

季节交替时是孩子生病
的高发期。然而，给孩子喂
药,是令很多家长头疼的事。
很大难题在于剂量。

“ 口 服 。 一 次 15~30 毫
升，一日三次，小儿酌减。”“一
岁至三岁一次一袋，四至六岁
一次一袋半。”这是两种药品
的使用说明书。

北京市东城区的王女士
看到这样的说明书，直呼“太
难了！”“酌减是减多少？半袋
该怎么准确分出来？多一点
会不会有伤害，少一点会不会
影响用药效果？”这可不是王
女士一个人的疑问。当前，我
国儿童专用药品短缺的情况
普遍存在，这导致儿童用药很
多时候靠“掰”“猜”“减”，这给
家长增加了一道用药安全的
难题。

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
崇臣在“健康中国人”圆桌论
坛上指出，儿童用药方面仍存
在安全隐患，如药品规格不
当，安全性低，剂型不足，不良
反应高发，及儿童用药的口味
不当等诸多问题。

研究显示，我国 3500 多
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剂型
仅占 1.7%。儿童处于成长发
育阶段，各种器官、免疫系统
发育尚未完善，部分药物的不
良反应和毒副作用常常造成
不可弥补的伤害，严重的会致
残甚至死亡。

孩子哭天喊地不愿吃
药,家长于心不忍，于是想
到了把药给孩子捏碎了吃、
减量吃、果汁送服等各种喂
药方法。其实，这正是儿童
用 药 的 另 一 个 安 全 隐 患
——家长安全用药意识匮
乏。

调查显示，84.9%的儿
童用药存在安全隐患，多数
家长安全用药意识匮乏，不
合理用药甚至错误用药频
现。例如很多家长自行加
减药物剂量，有所好转后自
行停药，还有些人在给孩子
吃药时，将药掺在牛奶、果
汁中。

家长真的会给孩子喂
药吗？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徐
晓琳表示，为解决孩子吃药
难的问题，家长们以为用好
喝的牛奶或果汁送服是非
常“机智”的，但其实无论是
把药和牛奶、果汁同时吃，
还是先后吃，这种方法都是
不可行的。比如牛奶里面

含有丰富的钙、镁等微量元
素，它们和药物中某些成分
结合，会形成不溶解的大分
子，可能导致药物无法进入
血液从而发挥药效；再如，
果汁中的酸性物质可能会
和碱性药物发生化学中和
反应，导致药物失效。

“也就是说，我们煞费
苦心帮助孩子吃进去的药，
非但没达成目的，还可能会
形成一些有毒的物质，对孩
子的身体造成伤害。”徐晓
琳说。

针对剂型缺乏，孩子需
要 吃 1/5、甚 至 1/10 剂 量
时，徐晓琳不建议自行碾碎
药片的做法。她表示，这虽
然是无奈之举，但可以通过
购买喂药器，取用准确的计
量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把药碾碎，均匀溶解在
水里，通过喂药器吸取相应
的液体量，来给孩子喂相应
的剂量。此外，徐晓琳还提
醒家长要养成阅读说明书
的习惯。

对于儿童用药，不只家
长难，医生也很难。这是因
为儿童适用药品少，加上儿
童临床试验难度较高，我国
大多数药品，包括一些已批
准上市适用于儿童的药品，
普遍存在儿童临床试验数
据不足的情况，这也是导致
儿童用药不良反应频发的
原因之一。而儿童临床试
验数据的缺乏，特别是已批
准上市的产品数据的缺乏，
为儿童用药安全埋下了巨
大隐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
科呼吸临床主任周薇表示，
推动药物补充儿童的临床
数据非常重要，无论药物上
市前还是上市后。采取儿
童临床试验或其他可行方
法，药企都应该提供补充药
品的儿童相关数据。在临
床中，比如一些仿制药，虽
然成分完全一样，但是用于
儿 童 就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问
题。没有儿童数据的药物，
会为临床医生带来很大的
用药困难。

在这一方面，儿童用药

问题主要集中在儿童药的
研发、上市前评价和上市后
再 评 价 与 临 床 使 用 等 环
节。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药学部主任王晓玲表
示，要改善这一现状并解决
问题，需要在研发阶段为孩
子们量身定制。在新药上
市前，进行必要的儿科人群
临床研究，获得儿童用药数
据。在上市以后规范使用、
合理用药、个体化用药，加
强儿童人群用药的综合评
价，补充儿童用药的信息和
数据。

在谈到如何保证儿童
用药上市安全性问题时，
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浩也表
示，儿童用药研发是
全世界面临的难
题，提升儿童用
药 安 全 性 ，需
要加强对儿童
药品疗效观察、
安全性检测、不
良 反 应 收 集
等。

近几年，儿童安全用药问题已
引起重视，相关部门也制定了清晰
的发展政策框架，从新药审评、政
策制定、职能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保障儿童的用药安全。同时，为了
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用药需求，国
家不断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随着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深入，
国家集中采购工作也将更多的儿
童用药纳入其中。但由于儿童群
体非常特殊，加之儿童适用药品的
临床数据普遍不足。很多专家认
为，政府在集采品种筛选过程中需
要更多对安全性进行考量，甚至给
出政策倾斜。例如，对于儿童临床
研究不足而已上市的药品需要更
加谨慎对待，在儿童适用的药物
上，需要专家更充分的论证，必要
时采取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以保证
药品的质量和安全。

同时，鉴于儿童药与成人药有
着完全不同的特点，有专家认为，
儿童药品在管理和供应保障方面
应该有所区别、有所侧重。目前市
面上儿童专用药的品种和剂型较
少，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所以，在对
儿童药的采购设计上要特别注重
保证供应。例如，可以尝试将用量
稳定的儿童用药品种，纳入省级的
或者全国的医药储备，以保证省内
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需求。

为保证供应，在进行儿童药品
采购的时候可以综合考虑多种采
购方式，比如邀请招标、询价采购、
定点生产等，用多种采购方式调动
企业积极性。

与此同时，医院和临床医生作
为治疗方案的最终实施者，在临床用
药方面也需要严把关，为儿童用药安
全构筑“双保险”。专家表示，在临床
上，可以鼓励优先使用有儿童临床试
验数据的药品，儿童临床数据缺乏的
药品应谨慎对待，可以先小批量使
用，然后再分步骤扩大使用。

（据光明日报）

不愿吃药，用牛奶或果汁送服可以吗

缺乏儿童用药临床数据，医生用药也难
1

2

3

构筑“双保险”
破解“用药难”4

▶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