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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空间站被命名为“天宫”，将于
2022年左右建成。而国际空间站大概在
2024年到2026年之间寿终正寝，届时，太
空中很有可能只有一座“天宫”。周建平
院士透露，未来，中国可向联合国成员，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空间站应用机会，帮
助他们在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打破西方禁令

由于西方国家禁止中国参
与国际空间站建设，中国走上了
独立自主的航天发展之路，空间
站团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做好了
开天辟地的准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建成了第
一座国际空间站。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禁止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也
禁止中国宇航员登上国际空间站。在西
方国家禁令下，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
的航天发展之路。

国际空间站是由多个国家联合完成
的，而中国要凭借一己之力建造空间站，
难度可想而知。在空间站研制过程中，舱
体多、构型复杂成为设计的首要难题。在
中国空间站副总设计师朱光辰看来，各种
飞行器不同的组合状态都相当于一个全
新的航天器，这其中涉及力学问题、通信
问题、电源的获取等，都是空间站团队要
面对的全新挑战。

从提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那
一天起，朱光辰和空间站团队就做好了开
天辟地的准备。为将第一个航天员杨利
伟顺利送入太空，他们花了整整 11 年时
间。此后，他们的步伐越来越快：2008
年，航天员翟志刚迈出了中国人出舱活动
的第一步；2016 年，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伴随天宫二号，在太空整整遨游 33 天；
2017 年，中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
号”顺利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破了
一系列关键技术，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做好
了准备。

此前，在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近地轨
道空间实验室上开展的多项技术验证项
目，也为空间站任务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储
备。譬如机械臂操作终端试验器，通俗解
释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机器人，能够用于
空间站的在轨组装、在轨维修、货物搬运
与转移、辅助航天员出舱活动等。未来，
它还将是空间站上辅助航天员进行工作
的“好帮手”。

朱光辰说，下一步，中国空间站的目
标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并将开展科学
前沿的创新性实验和应用研究，推动空间
科学与技术进步。目前，中国空间站初步
规划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
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等十几个重点应
用方向。

揭开神秘面纱

中国空间站被命名为“天
宫”，基本构型由核心舱、实验舱
Ⅰ和实验舱Ⅱ三个舱段组成，无
论是空间、实用性还是舒适度，
都将有质的飞跃

中国未来空间站被命名为“天宫”
（TG），基本构型由核心舱、实验舱Ⅰ和实
验舱Ⅱ三个舱段组成，每个舱均重达 20
吨以上。这种三舱构型提供3个对接口，
支持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及其他来访飞行
器的对接和停靠。如果说最早的神舟飞
船相当于一辆轿车，而天宫一号和天宫二
号空间实验室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那

么到了空间站，则变成了三室两厅带储藏
间的房子——无论是空间、实用性还是舒
适度，都将有质的飞跃。

据了解，空间站三舱组合体质量重约
66 吨，额定乘员 3 人，乘员轮换期间短期
可达6人，具备10多吨载荷设备的安装和
支持能力，设计寿命不小于10年，具备通
过维修延长使用寿命的能力，并具备一定
扩展能力。

空 间 站 的 核 心 舱 命 名 为“ 天 和 ”
（TH），是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主要
对整个空间站的飞行姿态、动力性、载人
环境等进行控制。据空间站系统主任设
计师张昊介绍，舱体中比较粗的大柱段，
是航天员在里面工作和做实验的地方；细
一点的小柱段，则布置成为航天员的睡眠
区和卫生区，保证航天员的正常生活和居
住环境。

在核心舱内，科研人员一共布了300
多个传感器，可以测量 900 多路信号，目
的是为了测量这个22吨的大家伙在发射
过程中，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载荷。此
外，核心舱还配置了兼具气闸舱功能的节
点舱，用于实验舱、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等
飞行器与其交会对接和停靠，接纳航天员
长期访问和物资补给，支持航天员出舱活
动等。

空间站的实验舱 I 命名为“问天”
（WT），备份核心舱部分关键平台功能，具
备空间站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力，并配备航
天员出舱活动专用气闸舱。实验舱 II 命
名为“梦天”（MT），用于开展密封舱内和
舱外载荷实验，并配置货物气闸舱用于载
荷及设备进出舱。

此外，空间站团队还设计了光学舱
与空间站共轨飞行。光学舱可短期停靠
空间站进行维护维修和推进剂在轨补
加，还可以实施天文观测和对地观察。
在天文巡天观察能力上，与哈勃望远镜
相比，它的分辨率与之相当，但视场却
大出200多倍。

未来，神舟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F火
箭将共同构成空间站乘员天地往返运输
系统，主要用于航天员和部分物资往返空
间站。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火箭则
共同构成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在上行过

程中，主要为空间站运送航天员生活物
资、推进剂、平台维修设备附件及消耗品、
载荷设备等补给物资；在下行过程中，可
销毁空间站废弃物，并能用于空间站姿态
轨道控制。

开放共享 造福人类

中国空间站将促进形成产
业化的太空经济，还将打造成为
面向国际社会的科技合作交流
平台，让载人航天发展成果全面
惠及经济社会

为使载人航天发展成果全面惠及经
济社会，不断提升载人航天工程的综合效
益，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营阶段，将充分吸
纳商业力量，开展商业化应用活动，进一
步开放近地轨道空间站设施，促进形成产
业化的太空经济。

我国空间站还将打造成为面向国际
社会的、开放的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将采
用政府间合作、商业合作等多种模式，在
空间站建造和运营技术、空间科学与应
用、航天员选拔训练、载人航天高技术成
果转化等领域，广泛开展务实合作，使之
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

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代表中国
政府已经与联合国外太空事务司签署了
一系列框架协议，可与国际上特别是第三
世界国家开展搭载发射、太空救援等一系
列合作。据悉，中国空间站可以提供多种
标准接口，包括机械、供电、信息、温度控
制等。对此，设计团队为其制定了接口标
准规范，想要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国家
在满足标准接口外，还要满足安全性要求
和中国载人航天器的环境试验条件。

对于未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
技术研究院副总设计师白明生表示，空
间站建成以后，中国载人航天的脚步仍
然不会停歇，“目前，我们正在论证三步
走之后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比如
载人登月、载人登小行星、载人登火星，以
及建设更大规模的空间站……”白明生
说，“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我们
一直在努力”。

中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左右建成——

探 秘 “ 天 宫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目前，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已经全面进入空间站研制

建设的新阶段。”在首届中国

航天大会上，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院士揭

开了未来中国空间站的神秘

面纱

全世界约有 3 万余种杂草，它们每年
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约占农作物总产量
的10%至20%。在某些情况下，杂草可能
导致农作物大幅减产乃至绝收。因此，除
草是保证农作物产量的必要手段。

草甘膦这种活性化学成分被广泛使用
在多种除草剂中，由于其广谱、高效、低毒、
低残留，在除草剂市场独占鳌头，全球市场
占有率超过40%。上世纪90年代，种业巨
头孟山都公司率先在农杆菌中分离出
EPSPS基因的突变体CP4基因，并将该基
因转入植物使其获得草甘膦抗性，从而开
启了转基因育种的新时代。

迄今为止，所有抗草甘膦作物均为转
基因品种。那么，能否找到一条既能达到
转基因效果又能突破转基因局限的育种新
路呢？

如今，通过独创性研究成果，四川天豫
兴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此给出了肯定回
答。该成果名为“基因超进化筛选系统”，
指在一个特定系统中，使植物目标基因按

照预设要求完成高效、快速、定向的进化过
程，从而形成育种所需要的突变性状基
因。这一创新成果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并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与传统抗草甘膦基因相比，由基因超
进化筛选系统获得的植物抗草甘膦基因来
自农作物自身基因突变，其抗性更强，使用
更灵活，性状也更稳定。把这种基因分别
导入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以后，可以
获得非转基因抗草甘膦新品种，从而减少
农药用量、节约劳动力成本，开启非转基因
分子育种的新时代。”该项目研发者、四川
天豫兴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胥
南飞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

记者在胥南飞的实验室里看到，为大
规模突变和筛选目标基因，这里的高精尖
仪器一刻不停歇地运转着。“在传统农作物
育种的基因筛选中，很可能100万个基因
里才能筛选出1个有用基因，如果在田间
进行试验，大约需要 100 亩土地，耗时半
年。而如果运用基因超进化技术进行筛

选，在实验室中完成100万个基因的筛选
仅需一根试管，两天时间。”胥南飞向记者
介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基因超进化筛选
系统筛选出的EPSPS基因来自植物本身，
属于植物内源基因，安全性很高。“通过基
因编辑并将其导入农作物后，预计在2年
至3年内，我们可以研发出非转基因抗草
甘膦农作物品种。”胥南飞向记者介绍，实
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苗期抗
性效果虽好，但生长周期明显缩短；而应用
基因超进化筛选系统所得到的植株，全生
育期草甘膦抗性表现一致，稳定性极强。

“我们前期曾进行过小范围基层调研，
对于除草，85%的受访者表示会使用除草
剂。在我们对非转基因抗草甘膦农作物种
子进行介绍后，他们表示，即便价格在现有
种子基础上提价 25%至 30%也完全接
受。”胥南飞表示，从经济价值来看，每年国
内的基因和种子市场规模超过千亿元，其
中仅水稻种子市场规模就超过200亿元，

参照杂交稻及国际上转基因种子价格趋
势，基因超进化筛选系统一旦应用开来，至
少带来50%的市场价值增长。

胥南飞曾在孟山都、巴斯夫等农业科
技公司工作近20年，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四
川成都创业。“如果在美国进行这个实验，
人力成本太高。回到成都考察后，我发现
这里的创业效率比我离开时提高了很多。
一般我们要送检的产品，会有专人过来收
取，两天时间就能完成检验并送回给我
们。”胥南飞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30年
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预计达14.5亿
人左右，而至 205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
100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世界粮食
生产必须在未来 20 年增加 40%，到 2050
年要增加70%。

“用最先进的生物技术支撑我国的粮
食安全是我们公司的最大心愿，我们愿意
为此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胥南飞信心
满满。

基因超进化筛选系统——

为非转基因分子育种另辟蹊径
本报记者 刘 畅

中国航天员中心日前公开展示了自中国航天员中心日前公开展示了自
主研制的空间站主研制的空间站““飞天飞天””水下训练服水下训练服。。这这
是中国空间站航天员水下训练专用服装是中国空间站航天员水下训练专用服装
首次公开亮相首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我最想说两句话：一是抑郁症是一种病理上的
疾病，而不是心理上的不开心，每个人都可以不开
心；二是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
的帮助。”

这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一级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李陵江教授的肺腑之言。据介绍，抑郁症是
一种多维度的异质性疾病。国际上将其列为非致命
健康损失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占所有“总伤残损失
健康生命年”的 7.5%。世界卫生组织（WHO）主导
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 6.3
元（1美元），可以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
25.2元（4美元）的回报。

然而，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集中于缓解患者情
绪症状，导致最常见的残留症状之一——认知症状
显著影响了治疗总体效果。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王刚教授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中国是全球抑郁症疾病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
WHO 报告提出，中国有超过 5400 万人患有抑郁
症，占总人口的4.2%。因抑郁症造成误工和工作效
率低下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疗负担
更加巨大。据统计，在中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
勤、医疗开支以及其他费用约为494亿元。

“通过采取有效治疗措施，降低抑郁症发作的持
续时间（或者预防发作），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症导致
的总负担。”王刚说。

作为一种精神疾病领域的常见病，抑郁症包含
了情绪、躯体和认知症状的多维障碍，只有通过对上
述症状的全方位治疗才能帮助患者实现功能的全面
恢复。然而，现有多数治疗方案对于患者的治疗有
效率不足50%，临床治愈率仅36%。

对此，李陵江指出，近年来，我国逐渐提高了对
于精神卫生领域的关注，发布了许多全国性和地方
性的政策，旨在改善和促进精神卫生领域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疾病意识、疾病教育和治疗率方面，抑
郁症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其治疗率仍显著低于其
他慢性疾病。并且，每10名患者中仅有2名最终寻
求医疗帮助或接受治疗。

“目前，在药品可及性和治疗费用报销方面仍然
存在缺口。中国许多抗抑郁症药物仅在住院时才可
以报销，还需要在精神卫生领域继续投入更多资
源。”王刚表示，抑郁症治疗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一项针对514例抑郁症患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符
合治愈标准的抑郁症患者中，近50%患者感觉自己
仍没有痊愈，抑郁症状改善并不意味着认知症状也
会出现相应改善。

值得欣喜的是，抗抑郁药研发正在不断升级
——从早期关注对抑郁症情感症状的改善，到后来
改善情感和躯体症状，帮助患者达到临床治愈，在全
面改善症状，恢复社会功能的治疗目标指引下，全新
药物正在开启抗抑郁治疗的新时代。“这几年，新型
抗抑郁剂干预的措施越来越多，在改善抑郁症认知
症状方面获得了可喜效果，使患者在症状全面缓解
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思考、生活和工作。”王刚说。

认 识 抑 郁 症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自然—医学》近日
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单次注射靶向艾滋病毒

（HIV）的长效抗体可预防猴子感染HIV，有效防护
时间长达20个星期。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间歇
性预防性抗体注射剂，用于预防HIV感染。

经过30多年的研究，人们依然没有找到HIV疫
苗或疗法。但是，有关HIV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研究
表明，感染HIV的个体可以产生能够阻挡大量病毒
株感染的抗体。这些抗体在临床上被测试用于控制
HIV阳性个体内的病毒水平，人们也正在猴子身上
开展临床前测试，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以预防感染。

现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报告称，单
次注射抗体可以长期预防猴子感染人/猴免疫缺陷
嵌合病毒（SHIV）。该注射剂是通过改造两种不同
的HIV中和抗体开发出来的，这样改造过的抗体在
血液中的停留时间比未经改造的抗体长 2 倍至 4
倍。皮下注射改造后的抗体可以预防大部分猴子感
染SHIV，保护期中值为20个星期。

由于单次注射能够诱导持久的HIV感染防护，
在缺乏HIV疫苗的情况下，这为开发抗体用作一年
一次或一年两次的暴露前预防药物奠定了基础。

预防HIV感染长效抗体在

猴体实验取得成功
单次注射，防护20周

“中国天眼”又获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