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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发射圆满成功
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3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本报讯（记者王之
康、甘晓）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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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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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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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二号发射现场。
王之康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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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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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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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先
后开启节点舱舱门、核心舱舱门，北京时间 2021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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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关
工作。 （王逸涛 田定宇）

6月 17日 9时 22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成功发射。此次任务中，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第一次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工
作生活，将在轨驻留 3个月。

据了解，实现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
营，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是核心关键。此次任
务中，航天员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出舱时间
也将大幅增加。

航天员将面临哪些挑战？他们进行了哪些
选拔和训练？此次任务前夕，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对此次任务中
有关航天员的问题进行了详解。

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前期任务相比，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
建造阶段，航天员飞行时间长达 3至 6个月，
任务艰巨复杂。“航天员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
未有的。”黄伟芬强调。

首先是身体素质的挑战。长期失重环境对
人体的肌肉骨骼、心血管功能的影响累积效应
显著增加，出舱活动任务对航天员的上肢力量
也有更高的要求。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才
能确保航天员长时间的工作生活。
“载人飞行中，航天员要经历超重、震动、

噪声、失重、旋转冲击等多种环境工况，只有具
备健康的体魄和足够的体能储备，才能耐受和
适应这些特殊的环境因素，完成艰巨的操控任
务。”她说。

第二是心理素质的挑战。黄伟芬说，航天
员长期生活工作在狭小的环境中，工作环境远
离家人，相对是一个隔离的环境，失重、震动、
噪声容易使他们出现烦躁、情绪低落等不良状
态，而交会对接、出舱活动等重要任务及各种
应急故障的情况处置，要求航天员必须沉着冷
静、坚毅果敢。

第三是知识技能的挑战。黄伟芬表示，因
为空间站任务极为艰巨复杂，航天员需要掌握
大量的专业知识技能，主要包括长期在轨健康
生活工作的能力，监控和管理空间站载人飞
船、货运飞船的能力，人工控制载人飞船、货运
飞船、实验舱等飞行器交会对接、撤离和舱段
转位等方面的能力，出现火灾、失压、液体泄漏
和环境灾害等紧急情况时对故障进行快速准
确定位处置的能力。

八大类百余科目严训

为应对这些挑战，航天员系统在选拔和训
练方面下足了工夫。选拔方面，此次任务从思
想、身体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
查与评定。

黄伟芬表示：“在选拔中我们综合考虑了

飞行经验、出舱活动的要求
与各自任务的匹配、年龄新
老搭配、心理相容性等方面
的因素来确定乘组。”心理
素质方面，兼顾了长期任务
的特点、不同角色对心理素
质特性的需求、相容性等，
重点对乘组的情绪稳定性、
危机处理能力等方面进行
评价，对心理能力状态进行
考核确认。

训练方面，从 2017年 3
月开始，航天员训练全面转
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通
过全面系统的训练，使航天
员在思想、身体、心理、知识
储备和操作技能等方面具
备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做
好飞行任务的准备。

黄伟芬介绍，航天员系
统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
发、试训一体的原则，策划
设计并实施了八大类百余科目的训练，包括基
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适
应训练、救生生存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其
中航天专业技术训练又包括空间站技术训练、
出舱活动技术训练，以及交会对接技术训练。
并安排航天员参加了近百次工程研制试验活
动，不断强化他们的能力。
“每组航天员都参加了为期 30天的长期

载人综合模拟验证试验。航天员在模拟舱里，
按照在轨生活制度和飞行程序安排进行工作
和生活，提高他们的实战能力。”她说。

攻克复杂技术难题

航天员系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重要组
成之一。“航天员系统主要承担培养人、保障
人、研究人的三大任务。”黄伟芬介绍。

在此次空间站任务中，航天员系统主要承
担 9个方面的任务，如建立满足空间站工程需
要的航天员选拔训练技术体系，为空间站任务
选拔出合格的飞行乘组；自主研制空间站舱外
航天服装备；建立空间站工程航天员在轨生活
保障体系等。

此次任务中，航天员系统攻克了多项复杂
难题。例如，实现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
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是核心关键。

为此，航天员系统进行了人服系统的研
制。“空间站出舱活动将常态化实施，单次出舱
作业时间长，出舱活动的次数有了质的提升，
对空间站的舱外服性能、寿命、可靠性等方面
提出了新的挑战。”黄伟芬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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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封面

新药上市奇遇记：

FDA的妥协是为了谁？
■本报记者韩扬眉李晨阳

“这不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第
一次跟专家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反着来，但就我所
见，这是第一次没有一个专家支持新药，但 FDA
却批准了它。”曾在多种疾病领域咨询委员会任
职的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 Scott Emerson，如此描
述一种新型药物的神奇际遇。

近日，FDA 宣布，加速批准百健（Biogen）公
司开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 Aducanumab
（商品名 Aduhelm）上市，但这一决定引起了轩然
大波。
“FDA对这个药物的批准是个好消息，看起

来更像是科学和政治的一场‘妥协’。”相关专家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为什么在阿尔
茨海默病的药物研发中，会出现如此特殊的情
况？这种“妥协”，究竟是福是祸？

新药在争议中诞生

长期以来，阿尔茨海默病被视为一种蚕食人
类心智的“绝症”。科学界和医药界屡屡向这种疾
病发起挑战，但绝大多数时候都铩羽而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阿尔茨海默病新型药物
Aducanumab的初登场备受瞩目。2016年 9月，
《自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报道了这种药物的Ⅰ
期临床试验结果，确认这种药物能有效清除
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

Aβ毫无疑问是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历史上
的“焦点明星”。研究显示，几乎所有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脑细胞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淀粉样蛋
白沉积，这种沉积能直接毒害细胞、破坏神经传
递，在病程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已经上市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只能

有限改善患者记忆力下降、神经元损伤等症状，
却无法直接干预疾病的进程。”华西医院心理卫

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况伟宏对《中国科学报》
说，“但人们一直不满足于‘对症治疗’，而希望实
现‘对因治疗’，也就是直接从阿尔茨海默病的致
病机理入手，从根本上遏制病程发展。”

因此，人们非常期待 Aducanumab 能成为
“史上第一个攻击疾病过程而不仅仅是缓解症
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方法”。为此，FDA允许
百健直接跳过Ⅱ期临床试验，开启两项Ⅲ期临
床试验。

结果并不乐观，两项试验数据相互矛盾，一
项试验称高剂量组患者的认知水平有所改善，另
一项试验则显示完全没有减缓认知水平的下降，
高剂量组的部分评分反而更差一些。2019年 3
月，这两项Ⅲ期临床试验被提前终止。

2020年 11月召开的一场专家组会议上，11
位顾问专家中的 10人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支撑
Aducanumab可以缓解认知能力下降”，还有一人
投票表示“不确定”。

然而，在近乎清一色的反对票前，FDA仍然
顶住压力，为 Aducanumab 采用了加速审批途
径，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担忧。

FDA为何“妥协”？

FDA在声明中指出，Aducanumab 的加速批
准是基于它对“替代终点”的影响，即它一致地降
低患者大脑中淀粉样蛋白的水平，“较有可能预
测”对患者的临床获益。

简单来说，就是批准这个药物，并不是因为
它表现出了明确的治疗效果，而是因为它减少了
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重要病理特征的 Aβ沉
积，所以认为它“有可能”对患者有好处。

对这个逻辑，上海交通大学阿尔茨海默病诊
治中心主任肖世富持保留意见：“不管一种药物

采用了什么原理，最终的标准都应该是让患者获
益。具体到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患者的认知水平、
生活功能、精神行为异常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现在这个结果，看起来更像科学和政治之

间的一种妥协。”况伟宏则直言，“即便是 FDA这
样一个本应中立的认证机构，似乎也受到了来自
公众和社会的压力。”

要理解这种压力，还要从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研发的困境说起。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作医学研究
的“百慕大”。近几十年来，人们针对这种疾病的
两大病理假说———Aβ假说和 tau蛋白假说，开
展了一系列药物研发，但均告失败。
“如果一直失败下去，看不到希望，药企甚至

科学家真的可能会放弃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那
将是人类的巨大损失。”况伟宏说，“FDA这次给
新药开绿灯，也显示了一种态度，即基于 Aβ等
机制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研发，至少现在还不能
停止、不能放弃。”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振馨也认为，尽管效果
不尽如人意，但该药的批准是一个“好消息”，给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鼓励科学家和医学家，以
及企业继续投入力量去研究。“该药针对了一个
重要的病理改变，只要药物安全无害，不妨当成
给大家的一个机会。”

正如阿尔茨海默病协会首席科学官 Maria
C. Carrillo博士所说———“历史告诉我们，首个新
类型药物的获批会激励整个领域，激发对创新疗
法的投入和鼓励更大创新。”一部分人相信，FDA
对 Aducanumab的特别优待，可谓用心良苦。

但另一些人担忧的问题，也同样无法回避。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 FDA 监管政策专家 Joseph
Ross强调，这意味着医疗保险提供者和患者将为
一种未经可靠疗效证实的疗法买单。

（下转第 2版）

国产超导二极磁体场强达 12特斯拉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6 月 16 日，记者从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获
悉，该所高场超导磁体团队研制的全国产超导
二极实验磁体，在 6月 13日结束的新一轮性
能测试实验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该磁体在 4.2开尔文（零下 269摄氏度）温
度下两个孔径内实现超过 12特斯拉（T）磁场强
度，达到超导线材临界性能的 85%以上，是目前
国际上唯一一个采用不同超导材料组合线圈结
构达到 12T磁场强度的二极实验磁体。

实验人员介绍，该磁体从结构设计，超导
材料、电缆及磁体的制备，到相关的装备与测
试平台，均基于国内自主技术路线，并实现了
完全国产化。

高场超导磁体提供的强磁场可以实现高
能量带电粒子束流的轨迹及尺寸控制，是基础
物理研究、先进核聚变能源技术以及高能量粒
子加速器建设的核心需求。性能大幅提升的下
一代高场超导磁体技术，还有望在高精度医
疗、低损耗电力及交通系统等民生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助推我国国民健康的发展、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以及相关高科技产业群的形成。

目前，加速器超导磁体的最高场强纪录为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保持的 16T无孔径二极实验
磁体，以及美国费米实验室 2020年创造的 14T
单孔径二极实验磁体。高能所取得的 12T双孔
径性能指标，居于国际前列，是加速器超导磁体
自主核心技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劫后余生多交友
近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封面展示了 2018年

11月，飓风玛利亚袭击一年后圣地亚哥岛上的恒
河猴。这场飓风是波多黎各发生的有记录以来最严
重的自然灾害。

当前，气候变化增加了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频率和强度。记录当地对这些强烈压力源的恢复力
和脆弱性，以及灾害的后果，可以揭示个体和群体
是否能够应对极端环境变化。

本期 Testard等人发表的研究指出，在飓风玛
利亚的余波中，圣地亚哥岛的猴子变得更加群居
化。猴子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加强现有的
关系，这表明极端的环境背景下，个体社会网络的
规模而非社会关系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徐锐）图片来源：Lauren Brent/Cel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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