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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喆 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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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为何空间站组合体
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专家详解>>>

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
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
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

梦天实验舱采用平面转位方
式，从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
移动到侧向停泊口

“我刚提交完项目宣传的资料给重
庆人社部门，给我们公司做免费展览宣
传。”10月30日，创业者袁博高兴地说，
这是他参加“渝创渝新”创业加速计划的
一项福利。人社部门会为参加该计划的
创业者提供培训、资本对接、项目宣传、
融资等一系列持续性帮扶服务。

袁博所创立的重庆市牛迪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有一项类似《钢铁侠》中

“钢铁盔甲”的产品——穿戴式智能外
骨骼机器人。前不久，通过人社部门的
组织发动，袁博参加了市人力社保局主
办的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重庆市选拔赛暨重庆市第六届“渝创渝
新”创业创新大赛，在加速计划的加持
下，突出重围成功晋级第五届“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

让普通人
变身大力士的“外骨骼”

2008年汶川地震，袁博看到救援

人员背着沉重的物资前往灾区，便暗
下决心，要将自己所学知识为祖国的
救援事业做些贡献。10年后，袁博自
主创业，专门研发和推广“外骨骼”相
关设备。

在2020重庆英才大会创新创业
创造项目路演活动上，袁博带着他的

“外骨骼”项目精彩亮相。
“我们项目主要通过‘机械外

骨 骼 ’技 术 ，帮 助 负 重 者 减 轻 重
量。”赛场上袁博侃侃而谈，他介
绍说，人穿上“外骨骼”产品后，
可以达到“减重”50%—70%的效
果。

也就是说，人体站立时负重 30
公斤的物资，穿上“外骨骼”后只会感
受到最多15公斤的重量。“重庆人社
部门提供的这场路演，给了我们一个
很棒的展示平台。”袁博回忆说，通过
那次路演，他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
伴。

对话国内顶级资本
让创业者获得实效

2021年，重庆人社部门围绕创业
联盟库入库项目的重点产业、重点领
域，将袁博的创业项目纳入了“渝创渝
新”创业加速计划。

“计划主要有理论学习、实地调
研、跟踪扶持3个部分。”袁博说，在学
习阶段，他得到了最系统的辅导，其中
包括各种商业计划书思路、企业管理、
融资模式培训等。

这次培训对袁博来说受益匪浅。
“我是做纯技术的，一直把重点放在产
品创新上，而忽略了项目是否符合市
场需求这个市场逻辑。”袁博说，通过
培训，他对公司商业模式、主打市场、
资源需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实地调研阶段，袁博和其他10
余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创业者一起前
往上海，参加 WISE2021 新经济峰

会。让袁博记忆最深刻的是“投资人
沙龙”环节——创业者们与奇点资本、
华盛资本、真格基金等6个业内知名的
投资机构圆桌会谈，畅聊行业趋势、投
资机会，与各个项目进行资本对接。

“从中，我了解到资本对企业成长
的关注点。”袁博坦言，直面国内顶级
资本，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加速计划不停歇
为创业者持续赋能

“加速计划并没有在我们回到重
庆后结束，而是连续性地为创业项目
赋能。”袁博说，跟踪扶持一直持续至
今。

重庆人社部门为袁博对接了专业
导师“一对一”跟踪帮扶。为掌握和拓
宽商业渠道，袁博在导师的指导下，在
团队中引入有战略资源的新伙伴，同
时，也注意加强公司的自媒体建设宣
传，部分新媒体账号已有上万粉丝。

除了导师“一对一”帮扶，重庆人
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多次来到袁博的
公司进行“一对一”调研帮扶。在每一
次的走访帮扶中，不仅解决了袁博创
业中的一系列问题，还为袁博的公司
带去了最新的创业政策。

“包括社保返还，创业补贴、创业
担保贷款等等，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
并参与。”袁博说，这些政策对初创期
企业帮助很大，也让企业倍感暖心。

结合创业者需求
脚踏实地为创业者助力

“这次比赛不但给予了中小创新
企业展示自我、同台竞技的机会，也配
合比赛匹配了贷款、融资等相关的资
源对接。”今年，在参加第五届“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和重庆市第六届“渝
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过程中，袁博对
接了两家融资公司，目前正在洽谈中。

加入创业加速计划近2年，袁博的

公司发展稳健，近两年收入稳定在百
万级。“对于初创者来说，政府的关注
和扶持尤为重要。”在袁博看来，重庆
人社部门对创业者的扶持做得很实
在，不局限于发放奖金或补助的形式，
更多的是结合创业者需求，为初创期
企业提供商业思路梳理、发展期融资
等帮扶，脚踏实地为创业者助力。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人社部门围
绕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创业带动就业，
实施“渝创渝新”创业加速服务，已完
成三期“渝创渝新”创业加速计划。通
过紧密围绕国家重点战略，针对乡村
振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专精特新等
重点领域的优质创业项目开展持续帮
扶，组织82位专家从乡村振兴与医疗
健康双线并行，重点帮扶项目100余
个，实现项目合作50余项，提供就业
岗位5500余个，总营业额超5亿元，投
融资意向金额1.2亿元。

王彩艳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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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社：把创业者“扶上马”加速服务再“送一程”

中国空间站
字基本构型完成

◀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陈冬（中）、刘洋（左）、蔡旭
哲进入梦天实验舱。

分离

转位

对接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向建成空间站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航天员
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经约一小时完成转位，与
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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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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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3日9时32分，空间
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15时12分，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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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一小时完成转位，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
次对接。

梦天实验舱转位完成标志着中国空间站“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
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按计划，后续将开展空间站组
合体基本功能测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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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天实验舱】

全长：17.88米
直径：4.2米

工作舱

通过对接机构与核心舱相连，是航
天员舱内工作与锻炼的地方，也是安装
舱内科学实验柜的地方

资源舱

安装对日定向装置和柔性太阳翼

货物气闸舱和载荷舱

采用独特的“套娃”设计，即气闸舱
藏在载荷舱的“肚子”里，是货物进出舱
的专用通道。

梦天实验舱定位为“工作室”，是我
国空间站三个舱段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
的舱段，其配置了13个标准载荷机柜，主
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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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实验舱转位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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