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天下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美国媒体统计和测算显示
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6日电 据美国
多家主流媒体16日傍晚测算和统计，共
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已经赢得国会
众议院多数党需要的席位。由于民主
党守住参议院控制权，这意味着美国再
次迎来“分裂”国会。

在这次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
席位换届。媒体的测算显示，共和党已
拿下218席，超过半数，时隔4年将再次
成为该院多数党。民主党则赢下208
席。目前，还有9席归属尚不确定。

参议院100个席位中，35个改选。
虽然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还没有确定胜
者，但民主党将控制至少50席，加上民主
党籍副总统哈里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可以
投出打破平局的票，即便两党最终各占
50席，民主党仍将维持多数党地位。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参、众两
院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把持，国会进
入“分裂”状态。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
党守住众议院并赢回参议院。

在今年中期选举中，美国还改选了50
个州中36个州的州长、3处海外领地的
总督以及全美各地大量行政、立法官员。

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
监察组原组长

刘彦平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长春11月17日电 2022年11
月17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
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
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受贿一案。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1
年至2022年，被告人刘彦平利用担任公
安部警卫局副局长、政委、局长，公安部
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家安全
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央纪委驻国
家安全部纪检组组长、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十九
届中央第五轮巡视第十四组组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
处理、工作安排、车牌办理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2.34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
受贿罪追究刘彦平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刘彦平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
了意见，刘彦平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社会各界群众二十余人旁听了庭审。

赠台大熊猫“团团”病情趋稳
台湾民众持续送上祝福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的病情令
两岸同胞牵挂。记者日前从台北动物
园获悉，目前“团团”的病情逐渐趋于稳
定，食欲也稍微好转。园方还透露，过
去一段时间里，台湾民众对于“团团”的
祝福未曾间断。

台北动物园10月底在大熊猫馆出
口处设置“团团，我想跟你说”的祝福留
言板。在约三周的时间里，数百名民众
到现场留下祝福。如今，出口处的六块留
言板已经贴满了祝福语，希望“团团”战胜
疾病、早日康复。园方表示，馆内出口处
的祝福墙将转为线上。在信息发布不到
一天的时间内，各大网络平台上又多出
了数百条祝福“团团”的留言。据新华社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
悉，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17 日 16 时 50
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
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航
天员陈冬、蔡旭哲已安全返回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首先完成了天
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天
和核心舱与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的
安装，搭建起一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天
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桥”实现了首
次跨舱段舱外行走。此外，还完成了问天
实验舱全景相机A抬升和小机械臂助力
手柄安装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

这是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
成后的首次航天员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
航天员与组合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进
一步验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
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也是我国航
天员在空间站进行的第七次出舱活动。

搭建“天桥”
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桥”
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行走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首先完成了
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
置、天和核心舱与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
装置安装，搭建起一座三舱间舱外行走
的“天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桥”实
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行走。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空间
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李学东介绍，
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特殊而复杂，要顺
利完成从一个舱段的外壁转移至另一个
舱段等多项舱外任务，对于身着厚重航
天服的航天员来说无疑充满挑战。为了
让航天员自在“穿梭”于舱段间完成各项
舱外任务，搭建一条舱间转移路径成为
首选。

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舱外维修
工具研制团队特别为空间站设计了灵活
而安全的舱间连接装置，它是目前空间
站上行舱外工具中长度最大，且可以跨
舱开展空间在轨维修作业的关键设备。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
长度约为3.2米，重约16公斤；梦天实验
舱舱间连接装置长度约为2.6米，重约15
公斤。航天员将其一端与实验舱连接装
置的基座连接，另一端与天和核心舱的
环形扶手连接，安装完成后，航天员可实
现从实验舱到天和核心舱的爬行，不再

需要机械臂临时搭桥。
此外，还完成了问天实验舱全景相

机A抬升和小机械臂助力手柄安装等任
务，全过程顺利圆满。

在以往的出舱任务中，航天员都是
在单舱工作，各个分系统只需围绕单舱
工作即可。此次出舱实现了跨舱段工
作，三个舱段分系统之间紧密配合。

完美协作
空间站组合机械臂首次合作
支撑出舱任务顺利实施

此次出舱，机械臂分系统全程配合
航天员开展出舱活动，测控与通信分系
统在天地间搭建起畅通的通信链路，数
管分系统发挥“智能大脑”作用，仪表与
照明分系统为舱内外提供环境照明和舱
内状态显示……“T”字构型的天和核心
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完美协
作，各分系统表现稳定出色，圆满保障了
出舱任务的顺利完成。

任务中，空间站组合机械臂首次合
作，支撑出舱任务顺利实施。组合机械
臂由大机械臂、小机械臂和大小臂转接
连接件共同组成。其中，大小臂转接连
接件由大机械臂目标适配器和小机械臂
目标适配器同原理部件组成，能够被大
机械臂和小机械臂的末端分别捕获，捕
获之后即形成组合机械臂。

专家表示，大臂加小臂，使组合机械
臂的覆盖半径大为扩展，站在天和核心
舱的目标适配器上，能够对本次任务的
三舱目标进行操作——这是单臂无法做
到的。此外，相较于只有7个自由度的
大、小机械臂，组合机械臂的自由度达到
了14个，工作起来更加灵活。

不过，长度增加和自由度提高对组
合机械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
要求。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机
械臂产品副总师高升介绍，机械臂变长
后，柔性随之变大，在进行目标操作时的

控制难度增大，变长的机械臂也会增加
运动规划的难度，大、小机械臂在运动规
划时要考虑对方的姿态。

为克服上述技术难题，在空间站总
体的牵引下，机械臂研制团队充分论证、
反复试验，确保了组合机械臂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为舱外载荷照料和航天员出
舱等任务提供了更加强大的保障。现在
只需要通过组合机械臂，就能轻松把小
机械臂转移到梦天实验舱，转移之后大、
小机械臂分开，小机械臂再爬到相应的
目标适配器上完成任务。 据新华社

立大功的空间站机械臂，
研发历时十余年

机械臂作为空间站总体系统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在设计之初就已初步确定
了其功能，如爬行、舱段转位、载荷操作、
巡检、支持航天员出舱和货物转运等。

“我们从 2006年就开始研究机械
臂，整个过程特别辛苦，可参考资料极
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总体设计部机械臂产品副总师高升
说，十余年来，机械臂研制团队一步步圆
满完成了从原理样机、工程样机，从初样
到正样，再到出厂、发射、在轨开展的各
项任务。“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我们
是‘十年铸一臂’。”

如今，空间站机械臂已从图纸变成
了现实，全力支持航天员舱外作业、保障
空间站安全。2021年，大机械臂随天和
核心舱升空，承载力可达25吨，被称为
中国空间站的“大力士”；2022年，小机
械臂随问天实验舱升空，其操作精度更
高。二者各具特色，相辅相成。本次出
舱任务中，大、小机械臂协同级联形成组
合臂并发挥了关键作用，机械臂在空间
站组合体的可达范围大幅增加。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成功搭建
“T”字构型中国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有哪些看点？

▲ 11月17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
航天员陈冬成功出舱的
画面。 新华社发

◀ 11月17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
哲成功出舱的画面。

新华社发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