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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轨航天员来说，
两舱对接形成组合体，意

味着我们的太空家园从“一
居室”升级到更宽敞的“两居

室”。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舱内设

有3个睡眠区和1个卫生区。完
成对接后，空间站后续可以支撑

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6名
航天员实现“太空会师”和在轨轮

换，在太空面对面交接工作。
航天员中心舱外服总体试验主

任设计师李金林说，在天和核心舱的
基础上，问天实验舱在吸音、降噪、减

震等方面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此前，航天员在天和核心舱只能通

过节点舱实现出舱。节点舱作为空间站
的交通枢纽，空间较小，航天员每次出舱
前还需要关闭各个对接通道的舱门，进
行大量准备工作。

此次问天实验舱则配置了一个出舱人
员专用的气闸舱。一方面，气闸舱的空间
和出舱舱门的尺寸都比节点舱更大，航天员
进出更舒展从容，也更易携带大体积的设备
出舱工作。另一方面，从气闸舱出舱时，只
需关闭一道舱门，操作更便捷。

未来，气闸舱将成为航天员在空间站的
主要出舱通道，一旦气闸舱出现问题，航天
员还可以从作为备份出舱口的节点舱返回，
确保出舱活动的安全。

在气闸舱外的暴露实验平台上，还配置
了 22 个标准载荷接口。“在空间站搭载的科
学实验载荷，可以通过机械臂精准‘投送’到
自己对应的载荷接口位置，不再需要航天员
出舱进行人工操作，既降低了航天员的工作
强度和风险，又可以灵活高效支持舱外载荷
试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问天实验舱空间技
术试验分系统主任设计师赵振昊说。

太空生活“条件升级”

问天实验舱将开展哪些实验？
线虫、果蝇、斑马鱼等将“入住”

“问天”已奔“天宫”，未来将开展哪些实
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问天实验舱部署
的生命生态实验柜将以多种类型的生物个体
为实验样品，开展拟南芥、线虫、果蝇、斑马鱼
等动植物的空间生长实验。揭示微重力对生
物个体生长、发育、代谢的影响，促进人类对生
命现象本质的理解，研究空间辐射生物学和亚
磁生物学效应与机制，探索建立应用型受控生
命生态系统，为航天员在轨辐射损伤评估、防
护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后，将在轨运行十
年以上。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开展空间生命科
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
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及应用等 4 大领域的
65个研究计划，包括近千项研究项目。

(据新华社、中新社)

延伸阅读

中国空间站喜迎“新居”
功能强、装备全 1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三部分组成，舱体总长
17.9 米，直径 4.2 米，发射重量约 23 吨。相关指标比天和核心舱更
高，是我国目前最重、尺寸最大的单体飞行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刘刚说。

不仅有着大块头的体格，问天实验舱更是一个集平台功能与
载荷功能于一体的“全能型”选手。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互为备份，关键平台功
能一致，可以完全覆盖空间站组合体工作要求，既发挥定海神
针般的双保险作用，也为空间站未来15年可靠运行打下坚实
基础。

“两舱对接组成组合体后，由天和核心舱统一管理和控
制整个空间站的载人环境，一旦天和核心舱出现严重故障，
问天实验舱能够快速接管，主控空间站。”航天员中心问天
实验舱环控生保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罗亚斌说。

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问天实验舱配备了目前国内
最大的柔性太阳翼，双翼全部展开后可达55米。太阳翼
可以双自由度跟踪太阳，每天平均发电量超过 430 度，
将为空间站运行提供充足的能源。

问天实验舱是空间站系统中舱外活动部件最多的
舱体，大量的舱外设施设备能够更好地保障出舱活动，
也为更精细的舱外操作提供支持。

在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外，还有一套5米长的小
机械臂。这套7自由度的机械臂小巧、精度高，操作更
为精细。未来，小臂还可以与核心舱大臂组成15米长
的组合臂，在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开展更多舱外操作。

“胖五”进行“增肌瘦身”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造工程的“运载专列”，被人
们昵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此前已成
功将天和核心舱送入太空，此次则是首次执行交会
对接任务。

此次长五B不仅要发射我国迄今为止最重的载
荷，还面临着低温推进剂加注问题和复杂的射前流
程，难度可想而知。

点火阶段，型号队伍对射前10分钟的发射流程
进行了优化，将部分流程前置。在距离发射数分钟
时，火箭就已完成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具备了点火
发射能力，为突发情况留出决策、处置的时间。

长五B还应用了起飞时间修正技术，让火箭的控
制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偏差、调整目标轨道，最大修正
时间为2.5分钟。

“即使火箭没能完全按照预定窗口发射，只要在
2.5 分钟这个窗口时间里，都能通过后期的轨道修正
精准完成入轨和交会对接。”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副总师娄路亮说。

为不断提高火箭可靠性，安全、精准地将问天实验
舱送到目的地，型号队伍还对长五B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增肌瘦身”，在生产工艺等方面进行了30多项改进。
随着发射次数增多，科研人员对火箭技术状态的认

识也不断深入。此前，长五B在发射场的发射准备时间
约为60天。本次任务进一步优化到了53天，为后续提
高火箭发射效率、应对高密度常态化发射奠定了基础。

“太空之吻”有新看点

问天实验舱入轨后，将与核心舱组合体实施交会对接
——23吨的问天实验舱与40多吨的核心舱组合体，将是
我国目前最大吨位的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会对接，也是中
国空间站首次在有人的状态下迎接航天器的来访。

为成功实现“太空之吻”，设计团队从问天实验舱初样
研制起就经过几轮实测，对问天实验舱的数据参数精准把
握，并提升算法达到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纠偏能力。同时，采
用半自主交会对接方案，实现交会对接过程中的稳定控制。

在轨期间，问天实验舱还将实现平面转位90度，让原本
对接在节点舱前向对接口的问天实验舱，转向节点舱的侧向
停泊口，并再次对接，从而腾出核心舱的前向对接口，为梦天
实验舱的到访做好充分准备。这将是我国首次航天器在轨转
位组装，也将是国际上首次探索以平面式转位方案进行航天
器转位。

7月24日14时22分，搭载
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
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
后，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
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了解到，这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
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
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将为空间站
带去哪些新装备？航天员在
太空的工作生活会迎来怎样
的变化？

▲▲77月月2424日日1414时时2222分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B遥三运载火箭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在我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刚李刚 摄摄

时间紧、难度高 2

大吨位、半自主 3

4 更舒适、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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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患者如何安然度夏

本报讯（通讯员/顾言心）7月20日，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2022年优生优育指导中心在株洲市妇幼保健院正式
揭牌并投入使用。这是2022年中国计生协在全国设立
的33个优生优育指导中心项目点之一，是湖南省今年唯
一一家。

湖南省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梁文明，湖南省计划生
育协会秘书长蒋建益，湖南省计划生育协会业务指导处
处长刘琼林，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
计划生育协会会长钟燕，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株洲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刘世文，株洲市
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宋兵文，株洲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邓
顺钢出席揭牌仪式。株洲市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杨婷
主持揭牌仪式。

仪式上，宋兵文表示，医院将以优生优育指导中心
授牌成立为契机，按照项目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服务
能力，完善中心各功能区的建设，充实服务内涵，进一步
发挥医院在优生优育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广大家庭
提供便捷、科学的优生优育指导和服务。

刘世文表示，市计生协将携手市妇幼保健院带动
各级妇幼保健院积极参与优生优育指导工作，将健康
孕育宣教及服务辐射全市，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优生
优育服务。

梁文明提出，优生优育指导中心要围绕孕产期保
健、科学养育照护、儿童早期发展等方面开展精准服务。

未来，市妇幼保健院将严格按照中国计生协的有关
要求，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提高全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
中的含“优”量，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生优育日益增长的
需求，推动全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国家级优生优育指导中心
落户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本报讯（通讯员/陈恺祺）日前，家
住天元区的黄先生突然出现腹痛、恶
心、呼吸急促等症状，被家人紧急送往
株洲市二医院。

通过完善相关检查，医生诊断黄先
生患的是急性胰腺炎，随即将其送至消
化内科进行系统治疗。在医院消化内科
的悉心照顾下，黄先生已康复出院。

市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汤卫锋介
绍，黄先生之所以患上急性胰腺炎，与
他的一个习惯密切相关。

今年 35 岁的黄先生体重达 100 公
斤。“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出去应酬，
几乎每天都会喝酒。而且我不喜欢吃蔬
菜，大鱼大肉是我们家餐桌上的标配。”

正是因为黄先生长期酗酒、暴饮暴食以
及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才造成了本次急
性胰腺炎发作。

汤卫锋介绍，大部分急性胰腺炎的
发生，与胆道疾病、暴饮暴食、酗酒等原
因有关，所以避免这些因素对于预防急
性胰腺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市民可
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生活方式，达
到预防急性胰腺炎的效果，比如酗酒者
戒酒，养成规律进食的习惯，吃饭细嚼慢
咽，少食刺激性强、产气多的高脂食品，
多吃蔬菜、水果等增加胃动力，加强锻
炼，控制血脂和体重，可降低胰腺炎的发
病风险。

长期饮酒吃宵夜
男子吃出急性胰腺炎

本报讯（通讯员/陈志梧）日前，在
株洲市人民医院脊柱疼痛科主任胡卫
辰、医师李湘陵的默契配合下，成功开
展了多例老年病人肌骨彩超引导下的
C 臂定位“三叉神经半月神经节射频
热凝术”，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据悉，三叉神经痛是发生在面部三
叉神经支配区，如眼、面颊部、牙龈等部
位的发作性、电击样、刀割样、烧灼样的
剧烈疼痛。特点是疼痛常常毫无征兆地
突然发生，持续数秒至数分钟又突然停
止，疼痛部位相对固定，发作间歇期完全
不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在发作期时，
即使对轻微的刺激，如洗脸、刷牙、吃饭、
说话、哈欠、剃须、甚至微风拂面等，均可
引起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很多患者生怕碰到“扳机点”而引发疼

痛，不敢刷牙、洗脸，甚至不敢进食。所
以，三叉神经痛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天下第一痛”。
目前，针对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有保

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传统的手术治
疗方式包括开颅微血管减压术，手术创
伤大、风险高、费用高。而市人民医院
开展的“三叉神经半月神经节射频热凝
术”是微创手术，具有技术成熟、低风
险、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适
合于绝大多数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及其它方式治疗无效或复发的患者。
该手术的成功开展和不断创新，为三叉
神经痛的病人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也
标志着株洲市人民医院疼痛科诊疗技
术迈入株洲市先进水平行列。

市人民医院一针搞定
让人痛不欲生的“三叉神经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芳）众所周知，冬季是心血管疾病高发的“魔鬼
季节”，因此部分人潜意识认为冬季是心衰的高发季节，而夏季放松了心衰发病的警
惕，事实真是如此吗？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心衰中心负责人任承潜表示，根据临
床研究显示，炎炎夏日，心衰的发病率并不比冬天低。

为什么夏季也成为心衰患者的“危险时刻”
心衰患者可能都知道控制饮水的重

要性，但天气炎热体内的热量不能及时
散发而积蓄，口渴明显，部分患者可能会
通过狂喝水来防暑降温，这样导致人体
在短期内的液体量超过心脏耐受能力而
诱发心衰。

高温天气易出现情绪波动及睡眠不
足，导致血压波动及心律失常，而血压升
高及心律失常也是造成心力衰竭的诱
因。此外，夏天吹空调时冷热交替，同时
饮食贪凉，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而感染
恰恰正是诱发或加重心衰的导火线。

心衰患者夏季怎样做好自我保护
1.做好自我监测。心衰患者要加强

对血压、心率、体重、尿量的监测，如上述
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出现波动，说明心
衰患者体内的动态平衡被打乱，这个时
候提示心衰可能出现恶化和加重。

2.规范用药。规范的药物治疗不仅
可减轻或消除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同时
也可以减少住院和死亡的风险。应严格
按医嘱用药，切忌自作主张更改或停用
药物，由医生决定药物是否需要调整，如
果外出旅行要注意随身携带相关药物，
以备不测。

3. 饮水要节制。夏天出汗多，及时
补充水分，一定不要等渴了一次性大量
喝水，最好喝凉开水，也可以喝一些淡盐
水，可以适当饮点绿茶，最好不要大量饮

用冰镇饮料，因为冷刺激会诱发心衰的
发生。

4. 合理膳食。夏季人的食欲下降，
主张清淡饮食，晚餐不宜过饱，更不要吃
夜宵和烧烤。多吃一些黑木耳、绿叶蔬
菜和含胡萝卜素多的蔬菜、水果，尽量少
吃过于油腻或高脂肪的食物。

5.防暑降温。户外锻炼最好在清晨
或晚上较凉爽时进行，切忌在烈日下锻
炼。活动强度要适量，时间不宜太长；当
天气闷热、空气中湿度较大时，应减少户
外活动，老年人在上午 9 点到下午 3 点
之间尽量不要外出；天气闷热时，室内可
以开启空调，但温度不要太低，时间不要
太长，一般以26℃左右为宜。

6.保持良好心态。

本报讯（通讯员/龚愫）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牵头，北
京协和医院联合株洲市中心医院等全国17家医院发起
的妊娠期糖尿病综合管理多中心应用研究科研项目正
式启动。即日起，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产科面向全市，
招募 13 名年龄在 20-40 岁之间，孕周在 24-27 周被确
诊为妊娠期糖尿病的单胎孕妇。报名成功后，将为其提
供价值4640元的血糖管理大礼包（含部分检测费）及价
值300元的妊娠期糖尿病半日门诊费。

妊娠糖尿病形势严峻
数据统计，糖尿病是全球第九大女性死亡原因，目

前全球女性糖尿病患者有超过1.99亿。预计到2040年
将增至 3.13 亿，而育龄女性糖尿病患者人数就高达
6000万。

根据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ADPSG）的标准，
中国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发病率在17.5%左右，每6
个孕妇就有 1 人是妊娠期糖尿病。随着三孩政策的实
施，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将逐年增多，妊娠期糖尿病发
病率亦将进一步上升。

妊娠糖尿病的健康风险
对孕妇来说，临床上最多见的是流产、早产，也有一

些患者在孕晚期的时候出现死胎。除此之外，还有可能
会引起先兆子痫、急性并发症等。长远来说，产后糖尿
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复发率高，产后代谢
综合征风险增加，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产后乳
癌、胰腺癌、内脏肥胖风险增加。

对胎儿来说，短期可能导致畸形儿、巨大儿、新生儿
低血糖、呼吸系统问题、脑损伤等多种不良结局。由于
孕妇患糖尿病，孩子出生后患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应增
高，而且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高，进而引起子代
发生糖尿病和糖耐异常风险的增高。

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对于怀孕的女性来
说，糖尿病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

中心医院招募
13名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