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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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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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2022年11月3日15时12分，神舟
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后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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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1
梦天实验舱为什么要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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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2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为何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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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5
日将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两地拉开
帷幕。这是我国首次承办《湿地公约》缔
约方大会。大会以“珍爱湿地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主题。

那么，这个以湿地为主题的国际会
议将研究哪些内容？将怎么开？

湿地是全球重要生态系统之一，对
维护生态、水资源、生物安全和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
肾”“物种基因库”等。

作为全球第一部政府间多边环境公
约，《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由来
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海滨城市拉姆
萨尔签署，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
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经过50余年的发展，《湿地公约》的

内涵已由关注水禽栖息地和迁移水鸟的
保护，延伸到注重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及
其功能的发挥。缔约方发展到目前的
172个。中国政府于1992年正式加入
《湿地公约》，成为公约第67个缔约方。

通常每三年召开一次的缔约方大
会，是公约最高决策机构，主要审议公约
过去三年的执行情况、公约发展战略，修
订《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通过相关决
议。按照惯例，缔约方大会的参会人员
主要为各国政府代表团、相关国际组织
及民间团体代表、专家学者等。

除了审议公约发展战略性议题，发
布公约战略框架等大会成果，此次大会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审议全球湿地
发展战略等重大履约事项。正因如此，

大会备受关注。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地方
和国家层面的行动及国际合作，进一步
推动全球湿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根据议程安排，大会定于2022年11
月5日至13日举办，在湖北武汉设线上
线下主会场、在瑞士日内瓦设线上线下
分会场，探讨公约发展方向，审议重要履
约事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武汉线上线下主会场主要
活动包括大会开幕式、部级高级别会议、
中国湿地成就展、中国系列边会、湿地考
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国加
入《湿地公约》30周年。为系统展示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武汉市还将东湖国
家湿地公园内一处废弃水厂进行生态化

改造，并策划特色展陈，展示中国履约30
年成果。

此次大会期间将对第二批国际湿地
城市进行授牌，其中包括我国合肥、济
宁、南昌、盘锦、武汉、盐城等城市。大会
将积极争取中外各方支持，推动在中国
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全球红树林
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和科研平台，
重点开展国际培训研讨、科研宣教及红
树林保护项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将以制定公约第
五期战略规划为契机，推动审议通过
《2025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战略框架》，
引领公约发展方向，并对未来一个时期
内的全球湿地保护作出规划，推动全球
湿地保护开启新的篇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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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的
模拟图像。 新华社发

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
位的画面。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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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梦天实验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