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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勉港青立志做中國太空人

交流活動上，神舟十三號航天員葉光富專
門為港生發來鼓勵視頻，他說：「航天

夢是我們共同的夢想，是接力傳承的夢。我
願意同你們一道實現這個夢，在科學的世界
裏自在遨遊，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勉勵同心共圓「太空夢」
天宮二號是太空實驗室階段任務的主要
飛行器之一，先後與神舟十一號、天舟一
號進行對接，承擔着驗證太空站相關技術
的重要使命，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
太空實驗室。
作為天宮二號總設計師，朱樅鵬長期從事
載人航天器設計和研製工作。他在向內地港
生考察團的香港青年介紹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發展情況時，發現港生對載人探月工程和商
業航天進展到太空旅遊階段等有濃厚興趣。
朱樅鵬表示，中國航天蓬勃發展，青年人富
有想像、充滿智慧，實現雖然難度大，但希
望更大，勉勵香港青年與內地青年同心共圓
「太空夢」。
據悉，當前中國太空站建造已進入「收

官」階段，按計劃，今年年底前將實施夢天
實驗艙、天舟五號、神舟十五號飛行和神舟
十四號返回等4次任務，完成太空站建造。
而在近期，中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
已啟動，並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在線

上參會時表示，港澳地區剛剛結束的載荷專
家選拔工作報名情況很理想，有多位相關專
業人士報名。「這是國家第一次給香港參與
載荷專家選拔的機會，我會繼續鼓勵學生多
參與，有志港青要發奮學習做『中國太空
人』。」黃錦輝稱，特別期待不久的將來，
中國太空站裏也有香港科技人員的身影。

發揮所長貢獻香港力量
此次航天主題交流活動是「與國同興

2022—內地港生考察團」的重要行程之一，由
香港中聯辦北京聯絡部、中國宇航學會、清華
大學共同舉辦。中國宇航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
長王一然也對港生提出，每一項輝煌成就背後
都離不開一大批熱愛祖國、無私奉獻、勇於創
新的航天科技人才，在新時代，期待香港有為
青年能夠積極投身到航天事業中來，尋覓更廣
闊的天地。
香港中聯辦北京聯絡部負責人蘇玉軍在同

一場合指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和在港選
拔航天載荷專家，讓香港青年的航天夢想照
進現實。「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希望香港繼續發揮背靠
祖國、聯繫世界的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的科
技發展建設大局，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希望香港青年不斷堅定愛國愛港信
念，刻苦學習、練就本領，為建設航天強
國、科技強國貢獻香港力量。

載荷專家在港選拔收120份報名 四成為女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國太空站夢天實驗艙近日將擇機發

射。在中國太空站即將建成之際，25名在內地讀書的香港青年學生參加「與

國同興2022—內地港生考察團」相聚北京清華大學，與天宮二號總設計師朱

樅鵬、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共話30載中國載人航天成就。兩

位航天領域專家指出，港澳地區剛剛結束的載荷專家選拔工作報名情況很理

想，希望更多港青早立志、立大志，發奮學習做「中國太空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太
空站夢天實驗艙任務29日組織發射前系
統間全區合練。目前，各系統狀態良好，
正按計劃開展火箭加注前準備工作。
這次任務是太空站在軌建造的收官之戰，

前與長征七號改遙四任務並行，後又與天舟五
號任務深度並行，對流程設計、質量管控和資源

統籌都帶來了很大挑戰。連
日來，文昌航天發射場
已組織完成了夢天實驗
艙技術區測試、加注，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垂
直總裝測試、艙箭聯
合測試、組合體垂直
轉運等工作，並嚴格
按標準開展功能測試
和數據判讀比對。
「我們已完成了艙
箭總裝測試、聯合操

作、聯合總檢查等工作，
現在任務已進入關鍵的加
注發射階段。目前設備
設施狀態良好，發射日
天氣滿足要求，我們有

信心有決心成功
完成發射任務，
為建設航天強
國 貢 獻 力
量。」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
總工程師鍾
文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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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同學們都來自香港。我也經常
去香港，因為和香港乒乓球隊關係非
常好，經常一起交流訓練，和香港乒
乓球運動員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
等都很熟悉，非常高興看到她們這幾
年不斷成長進步。」10月29日，中
共二十大代表、乒乓球世界冠軍丁寧
在與「與國同興2022—內地港生考察
團」的香港青年學生交流時說。
丁寧表示，杜凱琹、蘇慧音、李皓
晴等香港運動員的成長和日漸成熟，
讓越來越多的香港小朋友們也熱愛上
這項運動，立志走上職業運動員這條
路。香港運動員可以經常與國家隊隊

員一起交流和訓練，強大祖國永遠是
香港各方面的堅強後盾。
「在2016年，我和里約奧運會中

國金牌運動員一起到香港，與中小學
生一起示範練球，也和普通民眾交
流，發現他們都非常熱愛運動。我分
享的感受是，身為新時代青年，我們
生逢其時，更應該在最好的時代努力
創造最美好的未來。」丁寧囑咐香港
青年學生：「夢想一定要有，萬一實
現了呢？這一代青年為了自己的夢
想，只要肯拚搏，舞台將無限廣闊。
希望大家抓住時代的機遇，來實現自
己的夢想，為建設好香港和國家貢獻
自己的力量！」

港生盼與國同興貢獻一己之力

多年以來，中國突破外國封鎖，自主掌握
載人航天技術，這離不開先輩們的艱苦奮
鬥。近期，國家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愛。香港青年也將努
力奮鬥，為祖國發展添磚加瓦。

作為北京2022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期間在冰立方（即
國家游泳中心）的志願者，從主題曲《雪花》，到健兒
冰雪上的拚搏……一切都還歷歷在目。作為一名中國香
港青年，希望繼續以自己的力量，為祖國的發展作出貢
獻。

28日一早，我們到天安門國旗護衛隊的
營地，與擔任國旗升降和警衛任務的國旗衛
士們近距離交流。戰士們為了把儀仗司禮任
務完成好，每天訓練超11小時。我們深刻
感受到國家和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對祖國的
熱愛從心底油然而生。

世界冠軍丁寧為我們分享作為運動
員時的心得，鼓勵我們在個人發
展道路上認可自己、堅定內心，
她點讚香港乒乓球隊近年的
成績，讓我們意識到「體育
興國」的重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國家首次在香港特
區選拔載荷專家，招募期於剛過去的周四（27
日）結束，各界反應熱烈。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是次一共收到120份
報名表，男女比例約六比四，過半報名人士來自
生物、醫學及生物醫學工程、機械及電子工程等
專業範疇，令人振奮。

來自生物醫學及工程等範疇
孫東昨日在出席「青少年航天科普計劃」開學

禮活動後透露，參與香港載荷專家初選的報名者
分別來自大學（50名）、特區政府5所研究中心
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22名）、香港科學園和數

碼港園區內的科研機構/企業（8名）、特區政府
各部門和醫院管理局（28名），以及其他機構/企
業（12名）。

他表示，除了生物醫學及工程領域外，其餘申
請人涵蓋物理、材料科學、化學、天文學、心理
學等。報名截止後，選拔會進入第二階段，局方
向候選對象進一步索取一些個人及家庭的健康資
料，同時與醫管局配合，對相關人士進行身體檢
查、心理評估等等。

是次選拔令愛國愛港的香港市民有機會實現夢
想，孫東重申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也
感謝各大學和機構積極物色人選，不同團體廣泛
配合宣傳，營造了熾熱氛圍，希望香港全體市民

「與這120位報名參加者心在一起，陪伴他們一
直走到成功的最後一刻」。

孫東盼港培育更多航天人才
孫東表示，除了專家招募外，還需要通過青少

年科普教育與實踐，將相關知識融會貫通。他相
信未來不只有港產的太空科學家，還有港產航天
工程師和航天駕駛員等，有朝一日將有香港青年
能向大家匯報：「我剛從太空出差回來了。」
他表示，航天科技工程不只是談談太空，也蘊

含着自然與應用科學、高新工程科技，希望「青
少年航天科普計劃」能讓香港青少年接觸到最新
的航天科技及太空科學的知識，激發大家對航天

事業的熱情及興趣，也提供寶貴的渠道培育香港
的航天科技人才，又寄語參加計劃的學生時刻裝
備自己，積極為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光發熱，讓航
天夢能夠一直代代相傳。
「青少年航天科普計劃」由香港生產力局與香

港教聯會合辦，中國銀行（香港）資助推行，昨
日舉行開學禮及首場講座，將於未來6至8個月
為香港13至17歲的中學生提供課程及工作坊，
涵蓋模擬飛行訓練、太空科學、擴增實境
（AR）及虛擬實境（VR）、3D打印及衛星原型
製作等五大範疇，學員將有機會與國家頂尖航天
科技專家交流，並預計於2023年舉辦內地航天
考察團。

中國布設「海底實驗站」將實現長周期無人科考

劉濤（中國人民大學）： 李嘉馨（北京大學）：

李震庭（清華大學）： 吳怡苗（北師大）：

世界冠軍丁寧囑抓機遇圓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探索二
號」科考船攜「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完成
一系列海試任務，已於日前返回海南三亞。海
試期間，科研人員成功在海底布設大深度原位
科學實驗站，將實現深海長周期無人科考。

原位做實驗免樣本移位損數據
原位科學實驗站是近年來由中國提出的一種
新型深海裝備技術體系，它以深海/深淵基站為
核心，可攜帶多種無人潛水器，並可接入化學/
生物實驗室等平台，在深海/深淵原位開展一系
列科學探測和科學實驗。
「在海底布設原位科學實驗站相當於把陸地
實驗室的測試、分析儀器整體搬到海底。」中
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員陳俊
介紹，與從海底取樣後拿到陸地實驗室檢測的

傳統海洋調查方式相比，在深海原位進行科學
實驗，可以避免因環境變化導致的樣本數據損
壞或缺失。

全自主工作電量可支撐超半年
此次布設的原位科學實驗站系統將在海底全

自主工作，能夠進行自身狀態監

測和智能管理，所有數據通過深海滑翔機中繼
通信定期傳回岸基控制中心，科研人員也可以
對原位科學實驗站進行遠程控制。
該原位科學實驗站配置了兆瓦時級鋰電能源

系統，可儲存1,000度電，支撐原位科學實驗站
在海底連續工作半年以上。
此次海試通過「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進
行海底基站與原位實驗室的水下連接，並對
基站的海底航行能力及自主位點移
動功能、原位實驗室的自主運行模
式切換功能，以及電感耦合無線通
信功能等進行了驗證。
後續，該原位科學實驗站還將接

入更多智能化無人實驗、探測及信息
傳輸系統，實現深海長周期無人科
考。

◆港生與丁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
輝在線上參會交流輝在線上參會交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海底基站作業畫面海底基站作業畫面。。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原位實原位實
驗室作業驗室作業
畫面畫面。。

◆ 夢天實驗艙與長征五號夢天實驗艙與長征五號BB遙四運載火箭遙四運載火箭
組合體已轉運至發射塔架組合體已轉運至發射塔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