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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6月 17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出
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下图 6 月 17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
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进驻天和核心舱

科技日报贵阳 6月 17日电 （记者何星
辉 实习生周泓汛 张华）工作的烦恼向谁诉

说？如果遇到的是科技创新“堵点”，欢迎向

贵州省科技厅“吐槽吐槽”。17 日，贵州省科

技厅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并正式推出科技

创新“堵点”征集活动。

当天参会的科研人员，主要来自贵州师

范大学、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遵义市

农科院等几家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说是研

讨会，其实更像是“吐槽会”。有人“吐槽”下

乡时“私车公用”报销难，有人困惑“政策的边

界不好把握”，更有人怀疑“‘吐槽’到底管不

管用”。讨论到激烈处，会场难免有点“火药

味儿”。当然，一些所谓的“问题”，其实是科

研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所致。对此，贵州

省科技厅一级巡视员林浩当场逐一“释疑”，

他还为大家“打气”，鼓励大家提出问题“越具

体越好”。

“征集创新‘堵点’并非我们一时兴起，

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为科研人员‘松绑减

负’……”贵州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

系建设处处长陈财慧开门见山地说。

这一点，参会的遵义市农科院研究员余

常水最有发言权。早在几年前，余常水就成

功研发了“遵辣”系列辣椒新品种，但因是职

务成果，被“雪藏”多年。了解到情况后，贵州

省科技厅鼓励遵义市农科院探索赋予科研人

员职务成果长期使用权和所有权。这样，在

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科研人员就可

以自行开展成果转化。余常水因此获利百万

元，实现了“名利双收”。

林浩表示，近年来，贵州在推动创新政策

落地兑现、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大自

主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经

验。“但在深入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科

技创新‘堵点’让科研人员有所担心和顾虑，

不敢甩开膀子放心干。”

为此，贵州省科技厅通过官方网站公开

征集科技创新“堵点”，并专门成立了工作

组。届时，贵州省科技厅将会同省委组织部、

省纪委等相关部门，对征集到的“堵点”进行

梳理和“把脉”，力争在为科研人员答疑解惑

的同时，解决一批问题，形成一批案例。

在科技创新方面，贵州持续加大体制机

制改革力度。多年来，贵州几乎每年都推出

领先全国的改革举措，极大激发了科技创新

的内生动力，也让贵州实现了洼地起跳，走出

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差异化创新之路。

新 鲜 ！ 贵 州 省 科 技 厅 竟 然“ 求 吐 槽 ”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由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划破苍穹，成功将载有 3

位航天员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

轨道。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在轨建造阶

段首次载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为后续任

务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航天员“专列”迎战
高密度发射

素有“神箭”美誉的长二 F 火箭，是专

门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研制的火箭，也是

目前我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

1992年立项、1999年首飞，近 30年来，

长二 F火箭全程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共执行十余次任务，将 12

名、17人次航天员送入太空。

2021 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

在轨建造任务开局之年，长二 F 火箭今明

两年计划执行 4 次发射任务，发射密度前

所未有。未来几年，长二 F 火箭还将继续

以每年两发的高频率执行发射任务，在我

国空间站在轨建造、运营过程中担纲重任。

为迎战高密度发射，中国航天史上这

辆技术最复杂、可靠性和安全性最高的航

天员“专列”，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其可靠

性和安全性再上新台阶。

火箭可靠性刷新纪录

据火箭院长二 F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

绍，长二 F遥十二火箭共进行 109项技术状

态更改，其中有 70 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

关。这些改进不涉及重大技术状态变化，

主要是为了消除薄弱环节。

如针对发动机点火失效风险，将主机传

火孔直径从4毫米改为6毫米，进一步提升点

火可靠性；根据位置不同，对发动机二级游

机推力室喷注口提出更加精细的角度设计

要求，使推进剂能够更加充分地融合、更加

高效地燃烧，为火箭提供强劲动力……

每一处改进背后都有无数次的理论分

析、数学仿真和试验验证。这支精益求精

的队伍最终将长二 F火箭的可靠性从指标

要求的 0.97 提升到 0.9894，再次刷新其自

身纪录，处于世界前列。

保证航天员安全“万无一失”

长二 F遥十一火箭在发射神舟十一号

飞船时，安全性评估值达 0.997，但研制队

伍在追求安全性的道路上从未止步。为确

保航天员安全，遥十二火箭逃逸安控体制

进行了更改，提高了保密安全性能和抗干

扰性能。控制逃逸发动机新增了点火功

能，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安全性。

假如火箭突发意外情况，逃逸系统启

动，逃逸飞行器像“拔萝卜”一样带着返回

舱飞离故障火箭。返回舱与逃逸飞行器分

离后，打开降落伞，缓慢降落到地面。

但开伞过程中，返回舱会受到地面低

空风的极大影响。

以前逃逸飞行器只能往一个固定的方

向逃逸，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研制人员

在现有的控制逃逸发动机的基础上，通过

对软件进行调整，新增发动机点火功能，使

逃逸飞行器可以向垂直于地面风的方向逃

逸，更加安全灵活。“比如说，地面刮的是南

风或北风，现在我的逃逸能力提升了，可以

提前选择与南风或北风垂直的东方向逃

逸，避开地面风。”火箭院长二 F 火箭总体

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逃逸系统改进后，火箭安全性评估值达

0.99996这一国际先进水平。常武权通俗地

解释了小数点后这一串数字的意义，“就目

前的技术状态，长二F火箭需要发射十万次，

才会有4次逃逸失败，平均一万次发射，还不

到一次逃逸失败的情况。在保障航天员安

全方面，它比‘万无一失’更厉害。”

首次采用起飞滚转技术

本次发射中，长二 F 火箭还首次采用

了起飞滚转技术，更加灵活。

以往，长二 F火箭的任务较为单一，射

向基本一致，火箭点火起飞后，经过俯仰转

弯等姿态调整，直接瞄准一个固定的射向，

在一个射面内飞行即可。但后续空间站在

建造和长期运营过程中，轨道倾角会有

0.1°到 0.5°的变化范围。

根据任务特点，型号队伍从火箭自身

出发，在载人状态的长二 F 火箭上首次应

用起飞滚转技术，使火箭起飞后在空中转

体，转到合适的角度后，再飞向任务要求的

方向。采用该技术以后，长二 F 火箭更加

灵活，任务适应能力也进一步提高。

（科技日报酒泉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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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新鲜事，贵州省科技厅竟然“求吐

槽”，这还是需要勇气的。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

新积极性，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也提出

了多项改革举措，希望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搞科研，但在具体工作中，

一些政策界限模糊，缺乏具体操作细则，一些部

门协同不够，为科研活动人为“造堵”。凡此种

种，不一而足。有些问题由来已久，常常让科研

人员感到闹心、困惑，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贵州省科技厅欢迎“吐槽”，不回避“堵

点”，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敢于较真碰硬，这

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才是敢于担当

和作为的姿态。试想，如果思想不够开拓，又

怎么会有真正的科技创新？

找到问题，才能庖丁解牛般找到症结所在，

最终精准发力，打通科技创新的“堵点”，破解科

技创新的“难点”，消除科技创新的“痛点”，也才

能让科研人员有更好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敢

闯敢试中杀出一条科技创新的血路来。

贵州省科技厅此举，在“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求吐槽”也是一种创新的姿态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直冲霄汉。

此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

汤洪波 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

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5 时 54 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

前向端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一起构成三舱（船）组合体，整个交会对接

过程历时约 6.5 小时。这是天和核心舱发射

入轨后，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的交会对接。

18 时 48 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是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19 次飞行任务，也是空

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时隔五年，

中国航天员重返太空，并首次入驻中国人自

己的空间站，圆了几代航天人的梦，也圆了几

千年来中国人“筑梦天宫”的梦。

实现载人航天立项之
初飞船研制目标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是我国空间站任务

阶段第一艘载人飞船，是载人空间站建设的

重中之重。它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

制，是迄今为止我国研制的标准最高、各方面

指标要求最严格的载人航天器。

五院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项目产品保证

经理郑伟介绍，神舟十二飞船为推进舱、返回

舱、轨道舱三舱结构，总长度约 9米，总重量约

8 吨。在轨为三舱飞行，返回前轨道舱、推进

舱依次分离，返回舱单舱返回地面，着陆以降

落伞减速为主，着陆缓冲发动机配合确保着

陆安全。

轨道舱配备了航天员在轨生活支持设

备、交会对接敏感器等关键设备，返回舱是飞

船发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所乘坐的舱段，

是飞船的“大脑”，推进舱则装配推进系统、电

源等设备，为飞船提供动力，并在飞行过程中

进行姿态轨道的控制。

“神舟十二号是迄今为止功能最完整、最

完全的飞船，它已经完全实现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之初载人飞船研制目标。”五院总体设计

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高旭说。

多方案全自主的快速
交会对接

相对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及其前面的

飞船，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首次在载人飞船中引入天舟货运飞船配

备的快速交会对接，具备和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一样的全相位全自主交会对接功能。

据悉，根据任务要求的快速交会对接小

于 6.5 小时的功能要求，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所结合近距离交会对接的时间设定，就远

距离自主交会设计了多套方案，都是全自主

方案。

当然，方案还可以是个性化的，即通过地

面进行按需定制，并在发射前告知 GNC 系

统，系统就会全程自主执行。

（下转第二版）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中 国 航 天 员 时 隔 五 年 重 返 太 空

科技日报广州 6月 17日电 （记者龙跃
梅 通讯员吴立坚 魏莱）记者 17日获悉，我国

最大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再

次传来好消息：该船已于近期在我国东海海

域完成常规航行试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投

入使用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校

园”，为中山大学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再添

“重器”。

据介绍，“中山大学”号排水量 6880吨，续

航力 15000 海里，具备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

力，是目前国内设计排水量最大、综合科考性

能最强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该船设计方

和建造方表示，“中山大学”号是一艘配置高、

能力强，创新技术高度集成的新一代大型海

洋综合科考实习船。

该船建造方江南造船介绍，此次试航

的各项测试结果表明，“中山大学”号设计

和建造非常成功，船舶的安全性、经济性、

操纵性全面达到预设目标，在空船重量控

制、振动噪声、总体布置、抗风稳性及配载、

电站负荷和油耗、动力系统可靠性以及生

活环境舒适度等方面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

进水平。

在船舶快速性和经济性方面，相关指标

均表现优异，特别在水下噪声控制方面，“中

山大学”号是当前国际上全回转吊舱推进科

考船型的最高水平，为提升科考作业水平和

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船上人员的工作

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条件。

据了解，来自江南造船、中山大学科考船

建设指挥部、佳船监理公司、设计单位 708 研

究所、CCS、DNV-GL 以及 30 余家设备商的

近 200人参加了本次试航。

中山大学表示，该科考船将于近期完

成交付，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兼具科学考察

与人才培养双重功能的大平台，为学校建

设 中 国 特 色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再 添“ 重 器 ”。

船 上 配 备 大 量 先 进 科 考 仪 器 和 科 考 操 控

支撑设备，能有力支撑海洋科学发展和高

端 海 洋 人 才 培 养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海 上“ 移

动校园”。

“中山大学”号于 2016 年 6 月获教育部批

复立项，2019 年 10 月在江南造船开工建造，

2020年 8月命名下水。

我国最大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试航成功

6月 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在监测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
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情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约573秒后，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