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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各地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

随之而来的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近日，教

育部专门发出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志愿填报，俨然成了考生高考之后的

另一道坎。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深入实

施，考生能够填报的志愿数量越来越多，有

些地区的志愿组合甚至能达到好几百个。

但无论怎么变化，知情，仍然是选择的基

础。“信息不对称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痛点。”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即使是像他这样负责过招生工作的大

学老师，研究起志愿来都有些费力，更何况

普通人。“越来越多的人将志愿填报这件事

交给所谓的专业机构，用高价购买咨询服

务，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的一种焦虑。”

互联网公司看到了这种焦虑，大数据指

导“入场”了。在夸克App产品负责人郑嗣寿

看来，填志愿的背后，是一场学生和家长信息

收集和信息决策的新考试。志愿填报场景是

典型的搜索需求，用户需要掌握大量信息，结

合本人特点和意愿，做出决策。团队发现，近

年来，通过大数据产品和专家服务来辅助填

报志愿的规模呈快速提升趋势。而且，家长

和学生对大学的关注维度也越来越多样。

除了关注大学的硬实力，也关注大学的软环

境，还关注动态的大学发展潜力。

近日，夸克 App宣布升级其自研智能

选志愿、测录取概率、模拟志愿表等免费人

工智能工具。从考生志愿偏好出发，以院

校优先、专业优先、就业优先、读研优先、留

学优先等维度，提供冲、稳、保的志愿建议。

本质上来讲，技术能做的是匹配需

求，提供不同风险偏好的选择以作参考。

夸克 App 技术负责人蒋冠军透露，用技术

辅助高考志愿填报，其基础是全面、干净

和准确的数据：几千所院校，大量的招生计

划与院校分数线，还有历年来累积下来的

分数线……不过，基础数据缺失或者错误，

也恰恰是很多类似产品面临的难题——并

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平台公布各个高校在

各个地区的不同专业分数线。储殷也观察

到，中间层次高校的相关数据常常非常缺

乏。所以，这就需要产品团队能够对异常

数据进行识别，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技术手

段，对数据进行补充和校正。数据这个基

础打牢了，大数据指导才能更可靠。

储殷强调，无论家长打算用何种方式寻

求志愿填报的辅助，都首先得对自己、对孩

子有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你有你的欲望，

算法帮你计算实现欲望的概率。你想搏一

把或者想稳一点，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工具

的最大作用，是为你的决策提供更加全面的

信息。信息全面，你的选择才会更加理性。”

他认为，千万不要简单将志愿填报委托给他

人，家长和考生一定要花时间了解志愿填报

知识，参与志愿填报过程。

教育部指出，各地教育部门、考试机构

和高校将组织开展“加强考生志愿填报指

导服务”专项行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形式多

样的指导服务。也请考生按照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和高校提供的信息，结合本人实际

情况，合理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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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 9时 22分，我国为空间站项目研

制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3名航天员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起航，向着太空进发，将

我国航天员送入中国人在太空中的“新家”。

据介绍，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上，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510所（以下简称

航天 510所）承担研制了结构与机构、热控、测

控、仪表与照明、环控生保等 5 个重要分系统

中共计 43 台/套产品。这些设备凝聚着科研

人员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将为飞船在轨正常

工作及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多设备加持，保障出
舱、返舱安全

在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要从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进入到空间站核心舱，其间，要经历

多次穿舱活动，维持航天员在舱内生存的气体

绝对不能泄露，舱门是否密封良好具有决定性

作用。舱门检漏仪的作用就是检测神舟飞船

的舱门是否达到了密封状态，并向航天员提供

“舱门已关好，可以脱航天服”的指令。

“早期的神舟飞船是整舱加压，通过检测

整舱舱压变化来判断舱门的密封性，这种方

法虽准确、可靠，但缺点是耗时长。”航天 510

所所长助理、机电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王雪松

介绍说，航天 510所研发的舱门快速检漏仪实

现了对神舟飞船舱门和对接面的快速、准确

检漏，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神舟飞船在执行与空间站交会对接任务

后 ，返 回 舱 将 带 着 航 天 员 和 下 行 货 物“ 回

家”。航天 510所研制的国际救援示位标和微

波重力水平开关等产品，被用来快速准确地

找到返回舱，直接决定着整个任务的成败和

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国际救援示位标集定位信息获取、数据

处理、编码调制发射于一体，具有高定位准

确性，可实现紧急状态下救援的可靠性和实

效性。返回舱落地后，国际救援示位标会发

射符合国际通用标准、能够被岸站遍布世界

各地的全球海事卫星搜救系统所识别的无

线电信标信号，从而确保搜救人员能够快速

找到返回舱，犹如大海中明亮的灯塔指引着

方向。

“从神舟七号飞船开始，航天 510 所自主

研制的微波重力水平开关就成功应用到神舟

系列飞船和嫦娥探月等各类型号任务中。”王

雪松说，微波重力水平开关采用更为先进可

靠的电控技术，实现了自动切换通信天线方

向，技术指标和安全性、可靠性均优于进口的

汞开关。

舱内外照明，点亮神舟之路

由于空间站在轨飞行会周期性经过地球

阴影区，经历很长时间的黑暗，在交会对接中

照明问题至关重要。航天 510 所承担了载人

飞船舱内照明设备和交会对接照明设备研制

任务，不仅为航天员提供了舱内工作、生活照

明，也为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在阴影区的交会

对接提供了摄像辅助照明。

为了满足空间复杂恶劣环境要求，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舱内照明设备（近距离泛光

照明）和交会对接照明设备（远距离透光照

明）采用了先进的固态照明光源。固态照明

光源具备耐冲击、抗振动、功耗低、稳定性高

的优点，但受限于发光材料的性能，固态照明

对高温环境和低温环境都比较敏感。

为降低紫外辐照、总剂量辐照、原子氧

等空间特殊环境对产品寿命及可靠性的影

响，航天研制团队先后突破了空间二次光

学系统设计、在轨抗特殊空间环境设计、敏

感器件抗力学环境设计等技术难题，最终

解决了温度问题。载人飞船进入地球阴影

区时，航天员在舱内仍可以正确判读仪表

数据、手动开关指令，为交会对接的成功更

添一份保障。

仪表设备+操纵棒，担
任航天员的左膀右臂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器仪表设备主要承

制单位，航天 510 所为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提供了种类丰富的仪表设备，包括综合显示

单元、时间单元、发声单元、手控左/右面板

单元、编码指令设备、手控右舱壁单元和开

关指令板等。

作为飞船仪表设备的承重部件，仪表板

整体成框架式构型，不仅为仪表显示设备和

主要手控设备这些“兄弟姐妹”提供独立的

“私密空间”，而且为它们提供了准确可靠的

安装接口。仪表板通过四个金属橡胶减振器

实现与飞船舱壁的可靠联接，就像四个“忠诚

的软甲卫士”，结构上既有金属的固有特性，

又有橡胶的弹性。“在飞船发射、飞行和返回

过程中遇到巨大的振动、冲击等情况时，能够

为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提供必要的力学工作环

境。”王雪松说，例如在发射、返回过程中保证

设备生存，在飞行过程中改善仪表板上设备

的力学工作环境。

另外，在飞船发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

的身体被牢牢束缚在座椅上，身体不能前倾

以完成对仪表板上各设备的操作，为解决这

一难题，航天 510 所研制的操纵棒应运而生。

“操纵棒杆体设计为可无极伸缩式，航天员可

以根据现场条件在一定范围内任意调整操纵

棒的长度。”王雪松介绍道，杆体采用高强度

碳纤维材料，比强度高，相当于航天员手臂的

延长器。

神舟再出发 智能技术为航天员保驾护航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6月17日15时5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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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的画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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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整个交会对接过程仅历时约 6.5 小时，

这验证了我国的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已经很成

熟，我们此前的技术保障也达到设计预期。”6

月 17 日下午，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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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航天学院

副教授王小涛语带兴奋地与科技日报记者分

享这一喜讯。

在此次交会对接及中国空间站的载人航

天科学任务的探索中，包括王小涛在内的南

航多支科研团队贡献了力量。

模拟空间环境，研发
电磁阻尼器高低温测试系
统

6 月 17 日的中国上空，喜讯不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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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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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时后，喜讯再度传来：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于

北京时间 2021年 6月 17日 15时 5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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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器对接时，存在一定的相对速度，

由于航天器的质量大，对接时产生的动能比

较大，这种动能如果不能及时吸收，航天器在

空间中会发生震动。所以，对接机构内部采

用了电磁阻尼器消耗对接能量。”王小涛介

绍，电磁阻尼器设计出来之后，需要研究它在

空间环境下的阻尼特性和设计的是否一致。

“课题组花了一年的时间，研发了一套电

磁阻尼器高低温测试系统，主要测试空间环

境下，电磁阻尼器的阻尼特性是否满足设计

要求，目前，该系统已经应用到包括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在内的多个神舟系列飞船的对接

机构电磁阻尼器的测试任务中。”王小涛说。

将关注辐射、失重的
影响，为航天员健康保障
提供支持

此次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送 3名

航天员进入空间站生活 3 个月。航天员在整

个任务期间的健康和安全是载人航天探索任

务的核心问题, 也是航天医学领域的首要任

务之一。

南航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丰俊东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地球上，因为有大气

层的保护，人体在地表接受的空间辐射剂量

很低，但到了太空，脱离了大气层的保护，空

间的一些高能粒子就会对人体造成影响，另

外，人在太空将处于失重环境，失重累加空间

辐射，将对航天员的中枢神经系统带来什么

变化，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重点。”

从 2018 年起，丰俊东领衔的核技术与航

天医学工程课题组便承担了“空间站工程航

天医学实验项目”等多项课题。在此前的地

基实验中，课题组通过人体和动物实验模型，

系统研究了辐射、辐射失重复合效应对脑组

织、脑功能，如认知、记忆等的影响。

航天相关神经—眼部综合征（SANS）已

经影响到国际空间站约三分之二的航天员。

丰俊东介绍：“研究发现，有国外的航天员从

空间站返回地球后，眼球结构发生变化，航天

员视力下降，颅内压升高，这可能与失重、辐

射有关。而返回地面后，有的航天员症状消

失，有的则没有恢复。”

是什么诱发了航天员的这些身体变化？

如何早发现早治疗？丰俊东说，目前，课题组

正在研发在轨应用的 SANS早期诊断技术，希

望通过生物电信号检测技术、体液检测技术，

为 SANS 综合征的预防、诊治奠定基础，为航

天员健康保障提供支持。

神舟十二号“飞天”，揭秘背后的“南航智慧”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7日电 （记者矫阳）
6 月 17 日，深中通道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一

座全部漂浮在海上的特大悬索桥——高达270

米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完成封顶。

深中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后，又一个集

“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超级跨海集

群工程，全长 24 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 38 公

里。其中，伶仃洋大桥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

程，为三跨全漂浮体系悬索桥，全部跨径 2826

米，主跨 1666米，为世界最大跨径海中钢箱梁

悬索桥。大桥主塔分为东西两个索塔，每个

塔高 270米，相当于 90层楼高度。

“大桥是全离岸结构，两个锚碇位于海

中，国内外罕有类似案例供参考，桥梁建设面

临挑战。”中交二航局项目主塔工区负责人廖

林冲说。

深中通道地处珠江口开阔水域，是强台

风频繁区。

桥轻且高，风大，荷载重。面对外海超高

空复杂建设环境、钢筋用量大等难题，内地常

见的钢筋混凝土索塔施工传统工艺已明显不

适用。经过多次实验，深中通道自主研发了

钢筋在工厂内快速拼装成型、再整体运输至

现场、利用起吊能力最大达 80 吨的 MD3600

塔吊整体起吊、对接与安装的钢筋部品施工

工艺，缩短塔柱钢筋高空作业时间。

项目以“空中移动工厂”为理念，研制集

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筑塔机，能够随塔身施

工进度同步爬升作业，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在

桥梁混凝土主塔建设中应用此项技术。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作业全部在海上，

施工期间更是台风频繁，270米超高的索塔施

工步骤繁琐，工艺复杂，给项目现场施工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

为保证项目现场安全以及混凝土的品

质，中交二航局带领技术团队研发了国内首

条钢筋柔性网片生产线，以及“平台可收分、

竖向可调节的多功能绑扎平台”，相比传统工

艺，减少作业人员 60%至 70%，并保证了钢筋

保护层厚度在 97%以上，不仅大大节省了人

力物力，同时降低了全海上超高索塔作业带

来的安全隐患。

目前，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正持续推进

西索塔主塔建设及东西锚碇锚体施工，中山

大桥主塔已筑至 180 米高程，计划今年内完

成封顶。岛隧工程方面，东、西人工岛建设

有序开展，沉管隧道已完成共 9 个管节沉放

对接。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完成封顶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记者日前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了解到，

由该所自主研发的科维福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疫苗 1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东川区、嵩

明县开始正式接种。

科维福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的免疫程序

与同类疫苗一致，全程接种2剂，建议每剂间隔

2至 4周。目前接种年龄为 18岁及以上人群。

目前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正全面展开，科维福疫

苗的加入，将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再添利器。

据介绍，该疫苗采用了两次灭活纯化创新

的生产工艺，充分暴露病毒 S 蛋白与 N 蛋白，

同时保证疫苗具有较高的纯度，Ⅰ/Ⅱ期临床

结果显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原

性。未出现与疫苗接种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目前该疫苗的产业化实施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该所在昆明马金铺疫苗产业基地新建的新

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已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该

疫苗的扩能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预计年底建成

投产，届时疫苗年产量将扩增至5亿至10亿剂。

首批科维福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昆明接种

科技日报郑州6月17日电 （刘灿 记

者乔地）17 日，国产首台高原高寒大直径

硬岩掘进机“雪域先锋号”（Φ10.33m)在位

于郑州的中铁装备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

正式下线。该设备将用于青藏高原路网建

设，这是中铁装备不断攀登掘进机技术制

高点，以极端装备助力世纪工程的又一力

作，也是中铁装备用科技创新助力“建设更

多团结线、幸福路”的真实写照。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

的高原，以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环境恶劣

著称。在高原上修建工程向来艰险，为此，

在科技部 863、973 计划项目以及河南省首

批创新引领专项《超大直径岩石隧道掘进

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支持下，并联

合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中铁装备、中铁隧道

局创造性研制出的国内首台高原高寒大直

径硬岩掘进机“雪域先锋号”，是目前国产

最大直径的敞开式 TBM，也是世界首台双

结构 TBM。

“雪域先锋号”双结构 TBM 刀盘直径

10.33 米，整机总长 245 米，总重量约 2500

吨。开工后，“雪域先锋号”将穿越全长

37.9公里的隧道，为高山深谷地貌，最大埋

深 1406 米。针对项目施工大埋深超长隧

道高地应力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地温、高

烈度地震及活动断裂的影响，设计团队在

传统敞开式 TBM 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增加

管片安装、辅助推进、智能辅助驾驶等功

能，不断优化一系列针对性的细节设计，极

大地提高设备的安全性、适应性和可靠性。

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大量铁路、水利、公

路等领域的隧道/洞工程，“雪域先锋号”的

研制与应用对高原高寒地区隧道施工具有

重要开创意义。

近年来，中铁装备紧跟“一带一路”倡

议，实现从“装备中国”到“装备世界”的梦

想，为全球建设贡献中国力量。截至目前，

掘进机订单累计近 1300 台套，应用于国内

50多个城市和 20多个国家与地区，市场占

有率连续 9年居国内第一，产销量连续 4年

世界第一，安全掘进里程超过2600公里。

国产首台高原高寒大直径硬岩掘进机下线

（上接第一版）
近距离交会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战略第二步时已经是全自主方案，但由

于空间站多对接口的新特点，以及后向对接

口有货运飞船停泊时对后向合作目标的遮

挡等约束，第三步近距离交会在第二步停泊

点交会方案基础上，对原有设计状态和飞行

模式进行改造，增加了新的飞行工况——直

接交会方案，相对停泊点交会方案，直接交

会方案用时更短，消耗推进剂更少。

首次具备从不同高
度轨道返回东风着陆场
的能力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实现在轨停靠

3 个月，为适应空间站复杂构型和姿态带

来的复杂外热流条件，神舟团队对返回舱、

推进发动机和贮箱等热控方案，船站并网

供电方案进行了专项设计，使飞船具备了

供电、热环境保障的适应性配套条件，高旭

打了个比方，“我们首次将技能点数全部点

满，飞船停靠 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在神舟十二号之前，载人飞船都从固

定的轨道返回地球，空间站任务中空间站

为了节省推进剂的消耗，轨道位置会随着

不同时间节点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

长期停靠的要求。神舟团队为此对返回轨

道重新进行了适应性的设计，使载人飞船

返回高度从固定值调整为相对范围，并改

进返回的算法，提高载人飞船返回适应性

和可靠性。

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
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为保证天上、地上都具有保护航天员

生命、在紧急条件下接回航天员的能力，神

舟团队开创了天地结合的应急救援任务模

式，即携带两艘飞船进场，由一艘船作为发

射船的备份，作为遇到突发情况时航天员

的“生命救援之舟”。

具体来说，据郑伟介绍，本次研制任

务，神舟飞船为多船批次投产，两船同时出

厂，同时在发射场完成神舟十二号和神舟

十三号两艘飞船总装、测试等工作。神舟

十二号飞船作为发射船已与火箭对接、在

发射塔待命发射，神舟十三号飞船作为本

次任务地面待命救援飞船，完成推进剂加

注前准备，在厂房就位，随时可启动后续发

射工作程序。一旦在轨发生需要救援的情

况，在火箭配合下随时可启动救援程序，短

时间内即可发射入轨，将航天员接回地面。

神舟十二号任务的成功，奠定了空间

站建造任务载人飞船天地往返的良好开

端，推动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事业向前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