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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3日电
（记者 宋 晨）记者从科技部了
解到，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气象局、林草局
等五部门针对我国主要生态环
境问题与重大科技需求，编制了

《“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并于近日印发，将
构建面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
区域特点、满足多主体需求的生
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以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
险为重点，深化生态环境健康、
化学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等重
大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研究；研

发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
复、固废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生
态环境监测预警与风险控制等
关键核心技术，形成高端新技
术、新材料、新装备，引领环保产
业跨越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
升；完善适合生态环境学科、产
业特点的科技创新模式，构建面
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区域特
点、满足多主体需求的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体系。

此外，规划还明确了生态
环境监测与预警、生态保护修
复与生态安全、多介质环境污
染综合防治、固废减量与资源
化利用、新污染物治理与国际

履约、应对气候变化等 6 个方
面的具体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从创
新组织实施机制等5个大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如面
向重点区域和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安全的重大国家需
求，进一步整合当前生态安全
及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领域重
要团队和顶尖科学家，发挥生
态环境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态监测
研究台站网络作用，开展长期
稳定连续观测、试验研究性科
技示范，推动科学数据中心和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发展等。

《“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印发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新华社北京11月 3日电
（记者 李 恒 田晓航）记者从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中国罕
见病大会了解到，2022 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对罕见病
用药开通单独申报渠道，支持
其优先进入医保药品目录。截
至目前，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
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覆
盖26种罕见病。

中国罕见病联盟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2000
多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
人。面对日益庞大的罕见病患
者群体，用药保障的步伐必须不
断加快。

国家医保局通过对罕见病
药品谈判准入，降低罕见病用
药价格。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
管理司司长黄华波介绍，2018
年以来，通过谈判新增了19种
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药品目
录，平均降价52.6%。

黄华波说，考虑到包括罕
见病用药在内的一些谈判药品
价格较高、使用频率较低、医院
配备确有一定困难，我国建立

“双通道”机制，让医院暂时没
有配备的谈判药品先进药店，
实行与医院相同的报销政策，
缓解患者用药“燃眉之急”。

建立罕见病用药供应监

测机制、提高罕见病用药研发
和产业化水平、支持中医药参
与罕见病防治、推动建立中央
和地方两级常态短缺药品储
备……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王江平介绍，我国采取一系
列举措，努力提高罕见病用药
保障水平。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不
断探索完善罕见病用药保障机
制，持续推进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完善谈判药品配备机
制，同时加强政策衔接，发挥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
多重保障功能，努力为罕见病
患者提供更好保障。

我国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
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11月3日，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转位期
间，梦天实验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空间站组合体
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约1小时完成转位，与
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

梦天实验舱为什么要转位？我国空间站组合体为何
要形成“T”字基本构型？

转位动作在我国空间站的建造及后续任务实施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在发射后，首先与
天和核心舱进行前向交会对接，再通过转位动作从天和
核心舱前向对接口移动到侧向停泊口，从而完成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的建造任务。
为什么不能在实验舱发射后，通过侧向交会对接，直

接到天和核心舱的两侧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专家告
诉记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
进行侧向对接，会因为质心偏差对空间站姿态造成较大
影响，甚至可能会有滚转失控的风险；二是根据空间站建
造方案，两个实验舱将在天和核心舱的侧向永久停泊，如
果选择侧向交会对接，首先需要在天和核心舱两个侧向
端口分别配置一套交会对接设备，且这两套设备只能使
用一次，造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两个实验舱先与核心舱进行前向交会对接，再
通过转位移至核心舱侧向停泊口的方案设计是最优的。

为确保梦天实验舱转位任务顺利实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研制团队精心制定了转位方案。转位过程中，测
控与通信分系统、机械臂分系统等各分系统高效配合，使
得此次任务仅用约1小时就圆满完成。

那么，我国空间站组合体为何要形成“T”字基本构
型？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翔介绍，为
了使航天器易于运动控制，构型要保证主结构和质量分
布尽量对称、紧凑，以获得好的质量特性。

王翔表示，转位后的“T”字基本构型结构对称，从姿
态控制、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构型，易于组合体
的飞行，且由于其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气扰动等影响较为
均衡，空间站姿态控制消耗的推进剂和其他资源较少。
若采用非对称构型，组合体的力矩、质心与所受到的干扰
相对于姿态控制、轨道来说都不是对称的，其飞行效率更
低，控制模式更加复杂，一旦构型发生偏转，就需要付出
额外的代价和资源将其控回。

为了让“T”字构型更加稳定可靠，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的研制团队着眼于中国空间站的系统集成，一体化设计出
整站三舱，构建了一个“组合体核心”，作为“最强大脑”对整
个空间站进行统一管理，保证各舱段、飞行器动作协调。

转位成功后，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被对向布置在
天和核心舱两侧，形成“T”字的一横。这样的布局充分利
用了每个实验舱自身近20米长的结构，结合各自资源舱
末端配置的双自由度太阳翼驱动机构，两对大型太阳翼
成为“T”字一横远端的两个“大风车”，不管空间站以何种
姿势飞行，都能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

此外，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的气闸舱都分别位于“T”
字一横的端头，正常工作泄压或异常隔离时均不影响其他
密封舱段构成连贯空间，可保证空间站运行的安全性。

作为“T”字一竖的天和核心舱保持着前向、后向、径
向三向对接的能力。后向可对接货运飞船，使组合体可
以直接利用货运飞船的发动机进行轨道机动。前向、径
向两个对接口不仅可以接纳两艘载人飞船实现轮换，且
在保持正常三轴稳定对地姿态时，两对接口都在轨道平
面内，即可让载人飞船在轨道面内沿飞行方向和沿轨道
半径方向直接对接，无需对接后再转换对接口，使航天员
往返更加安全快捷。 (新华社记者 胡 喆 宋 晨)

梦天实验舱转位成功
专家详解为何空间站组合体要

形成“T”字基本构型

11月3日，小学生在展馆体验自动驾驶技术的操作平台。当日，以“计算·进化·未来”为主
题的2022云栖大会在浙江杭州云栖小镇开幕，此届大会为期3天。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杭州举办杭州举办20222022云栖大会云栖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