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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陆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泰国、老挝水果
搭乘中老铁路直达国内

新华社昆明12月4日
电（记者庄北宁 丁怡全）一
列搭载泰国、老挝水果的列
车3日由云南磨憨铁路口岸
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驶
向中老铁路磨憨站。这是
中老铁路首列进口水果直
达列车，首批全程经铁路运
输的进口水果由此运往全
国各地。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老
铁路首列进口水果直达列
车由25个集装箱组成，其中
老挝香蕉351吨，泰国龙眼
和榴莲分别为154吨、38
吨，合计543吨。这批水果
从老挝万象集结出发，穿过
中老边境友谊隧道到达磨
憨口岸。

中老铁路首列进口水
果直达列车入境标志着磨
憨铁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正式投用。以往，
水果等产品从磨憨入境主
要采用公铁联运模式，从磨

憨公路口岸入境实施海关
监管后再重新装车，由铁路
列车发往全国。进境水果
指定监管场地通过验收并
投入使用后，叠加“全国通
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海
关通关便利化措施，实现进
境水果全程铁路运输，通关
时间大幅压缩。

昆明海关介绍，随着磨
憨铁路口岸进境粮食、冰鲜
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陆续
建成并投入使用，来自老
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优
质农食产品将借助中老铁
路通关便捷、国际货运规模
化的优势，更加安全快速地
销往国内市场甚至转口到
海外。

截至12月2日，中老铁
路开通运营满一年，累计发
送旅客850万人次、货物
1120万吨，客货运量持续增
长，服务品质显著提升，辐
射效应不断增强，国际物流
黄金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科协补充认定474个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从中国科协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化科普
工作能力，中国科协日前补
充认定了中测新图航测遥
感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华
北）、中国测绘科技馆、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化工研究院等474个单
位为2021-2025年度第一
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有效
期至2025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2021-2035 年）》
提出，大力加强科普基地建
设。深化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创建活动，构建动态管理
和长效激励机制。鼓励和
支持各行业各部门建立科
普教育、研学等基地，提高

科普服务能力。今年4月，
中国科协认定了首批800
个单位为2021-2025年度
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针对此次新增的 474
个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
科协表示，希望被命名的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推进新时代
科普工作模式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的宣传，加强与学校合作，
全面服务教育“双减”，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基础支撑，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我国科学家利用创新技术
揭示细胞也会“孟母三迁”

新华社上海12月3日
电（记者张建松 丁汀）中国
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带
领张少华、赵欢等研究组
成员，开发了一种独特的
遗传操作技术——邻近细
胞遗传学技术。研究组利
用该技术，以小鼠为研究
模型，揭示了生物体内细
胞也会“搬家”，并且自身
功能会随着新的“邻居”和
生活环境不同而改变。相
关研究成果2日发表于国
际学术期刊《科学》。

“这就好比我们熟悉
的‘孟母三迁’故事，每搬
一次家，孩子就会受到周
围同伴和环境的不同影
响。细胞也是如此。”周斌
说，“生物体内的细胞不仅
会‘搬家’，而且每搬一次
家，细胞在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等方面都会表现出
不同特征，甚至它们的命
运也会因环境而变化。”

肿瘤在发生过程中，

肿瘤细胞会“招募”周围组
织中的血管迁移至肿瘤。
利用邻近细胞遗传学技
术，研究组直观地展现了
不同阶段肿瘤细胞和血管
内皮细胞间的动态相互作
用；并通过长时程追踪，首
次发现肿瘤血管内皮细胞
会迁移到肿瘤外包膜。

“如何在复杂的体内环
境中，精准直观地揭示细胞
间相互作用，一直是各国生
命科学家致力于解决的技
术难题。”周斌说，“10 年
来，我们先后培育了50多
个小鼠品系，才能在多种组
织中，实现对相邻细胞的精
准定位和永久示踪。”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
新技术突破了传统示踪技
术的局限，实现了邻近细
胞的遗传操作，为发育生
物学、干细胞生物学、免疫
学和肿瘤学等众多领域研
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
技术支撑，具有广阔应用
前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
绍，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
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
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
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
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
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于2022年
6月5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
合体。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期
间，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空
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
关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开展一
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在
轨迎接2个空间站舱段、1艘载人飞
船、1艘货运飞船的来访，与地面配

合完成了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
型组装建造，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首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证了货运
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的世界
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刻，并利用任
务间隙，进行了1次“天宫课堂”太空
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
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轨驻留时
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冬夜归来

科技力量为神舟十四号回家保驾护航
12月4日20时09分，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着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此次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是中
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建成后的首
次返回任务，也是载人飞船首次在冬
季夜间返回东风着陆场，任务延续了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以来的技
术状态，使用快速返回模式，返回绕
飞地球从18圈缩短至5圈，返回时间
缩短近20小时。相较于此前的任务，
低温与暗夜是本次任务的两大挑
战。面对考验，我国科研团队创新多
项技术方法，为神舟十四号乘组顺利
回家保驾护航。

热控系统让航天员回家旅途
更温暖舒适

12月的东风着陆场，凛冽寒风吹
袭着大漠戈壁，夜间极端温度低至零
下20多摄氏度。很多人关心，神舟十
四号乘组航天员的回家旅途如何保
暖？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回
收试验队总体技术负责人彭华康介
绍，当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后，飞
船上自身的热控分系统就会接管温
湿度控制，将密封舱的温度控制在17
摄氏度至25摄氏度范围内。

这一系统采取的措施包括主动
热控和被动热控。被动热控指飞船
舱体表面的防热材料、涂层和舱内风
扇等；主动热控则包括飞船内的加热
片和辐射器等。

在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由于和
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返回舱温度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升高。但是通过热
控预冷手段，可以提前降低返回舱内
的温度，同时，返回舱表面烧蚀材料
的烧蚀升华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返回舱落地后，则主要是舱体的
被动保温性能在发挥作用。“通过仿

真计算，如果返回舱落在零下25摄
氏度的沙漠，在不打开舱门和通风
风扇的情况下，舱内的温度可以保
持在15摄氏度以上达1个小时。”彭
华康说。

记者从中国航天员中心了解到，
针对低温暗夜的环境，科研人员新研
制了航天员保暖装置，增加了辅助照
明的系列措施，同时优化医监医保工
作流程，减少航天员舱外暴露时间，
保证了及时进入载体开展医监医保
相关工作。

通信测控网为飞船安全返航
打造“明亮眼睛”

从返回舱变速进入返回轨道到
推进舱与返回舱分离，从返回舱进入
大气层到安全着陆……返回的每一
步，都需要测控系统来接收和发送指
令，层层牵引护航归途。

在主着陆场，中国电科布设了多
站型的卫星通信系统和多型号测控
系统，并对卫星通信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传输容量提升5至10倍。最新研
制的回收区北斗态势系统，利用北斗
导航系统定位和短报文功能，构建指
挥中心、前方指挥、搜索平台三位一
体的指挥体系，大幅提升了返回舱搜
索效率，缩短了回收时间。

而自神舟十四号返回舱进入大
气层起，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的测量雷
达就如同“明眸”一般，开始了实时数
据的跟踪测量。

返回舱进入大气层时形成的“黑
障区”会隔绝返回器与地面测控站之
间的通信联络。为解决这一问题，航
天科工集团二院23所自主研制了相
控阵测量雷达“回收一号”，执行本次
任务的雷达吸收了此前任务经验，设
计上进行了优化提升。

黑暗和极寒双重挑战，对定向搜
救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电科
22所载人航天任务团队负责人宋磊

介绍，本次任务中，科研团队强化天
空地一体化搜索引导体系建设，最新
研制的航天员通话电台，在着陆场与
测控系统实现无缝衔接，首次将舱内
航天员呼叫话音“延伸”至北京飞控
中心。

此外，直升机前舱搜索引导系统
针对着陆场现场的多源搜救信息进
行深度融合、智能决策，帮助搜索直
升机在很远距离之外就能提前预知
返回舱的运行轨迹，为搜索任务争取
了宝贵“提前量”。

减速缓冲环环相扣
实现“温柔”着陆

彭华康介绍，从返回舱进入大气
层开始，随着舱体表面防热材料的碳
化烧蚀带走大量热量，返回舱飞行动
能不断减少，速度由7.9公里每秒逐渐
降低到几百米每秒。

在距离地面40公里左右时，飞船
已基本脱离“黑障区”。返回舱上安
装的静压高度控制器，通过测量大气
压力来判断所处高度，当返回舱距离
地面10公里左右时，引导伞、减速伞
和主伞相继打开，三伞的面积从几平
方米逐级增大到1000多平方米。这
一套降落伞把返回舱速度从200米每
秒降低到7米每秒，达到减小过载、保
护航天员的目的。

在主伞完全打开后不久，返回舱
内的伽马高度控制装置开始工作，通
过发射伽马射线，实时测量距地高
度。

当返回舱降至距离地面1米高度
时，底部的伽马高度控制装置发出点
火信号，舱上的4台反推发动机点火，
产生一个向上的冲力，使返回舱的落
地速度达到1至2米每秒。同时，安装
缓冲装置的航天员座椅会在着陆前
开始抬升，进一步减小航天员的落地
冲击，实现“温柔”着陆。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胡喆宋晨

12月4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陈冬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新华社酒泉
12月4日电（记者
黄明 李国利 张汨
汨）12月4日20时
09分，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
功着陆，现场医监
医保人员确认航
天员陈冬、刘洋、
蔡旭哲身体状态
良好，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