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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上午，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4月24日17时17分发射神舟
二十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陈冬、陈中瑞、王杰组成，陈冬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陈冬执行过神舟十一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时隔两年再次
担任指令长。”林西强说，陈中瑞和王杰均来自于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是首次执
行飞行任务。其中，陈中瑞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王杰入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程师。按计划，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6.5小时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
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九号货运
飞船和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的来访。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二十号航
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4月29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二十号乘组在轨期间，除了上述3项生物实验外，还将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
空间新技术等领域，持续开展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望在血管化脑类器官芯片培养、软
物质非平衡动力学、高温超导材料空间制备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目前，正在按计划有序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在轨实施了200
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上行近2吨科学与应用物资，下行近百余种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并于去年底
首次公开发布了《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获取的科学成果后续将会定期进行发布。

我国第四批航天员正按计划有序训练

我国第四批航天员自2024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
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
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

根据训练安排及前期经验，不同类型航天员从入选至
执行飞行任务的时间有所不同。目前正在按照既定计划有
序组织开展第四批航天员的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
将被纳入飞行乘组的候选范围。

港澳航天员入队后很快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环境，迅速
融入航天员队伍，勤奋刻苦，目前正在开展航天专业技术相
关学习和训练。

港澳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预计最早将在2026年首
次执行飞行任务。

梦舟飞船、揽月着陆器等
将陆续在酒泉发射场、文昌发射场试验

目前，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各项研制工作总体进展顺利，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望宇

登月服、探索载人月球车等正在按计划开展初样研制试验
工作，月球遥感卫星已完成立项和竞争择优，发射场、测控
通信、着陆场等地面系统研制建设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随着初样研制工作的深入，各系统主要大型试验和跨
系统试验正在稳步推进。

前期，已组织完成了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电气系统综合
匹配试验，梦舟载人飞船首次高空空投试验，揽月月面着陆
器整器热试验。后续将陆续在酒泉发射场、文昌发射场等
地，组织实施梦舟飞船零高度逃逸、揽月着陆器综合着陆起
飞验证、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留点火、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低
空飞行及梦舟飞船最大动压逃逸等试验，全面验证飞行产
品关键功能性能。

国际月球科研站“朋友圈”扩大

记者4月23日从国家航天局在上海组织召开的国际
月球科研站开发者会议上了解到，目前，已有17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50多个国际科研机构加入由中国发起的国际月
球科研站合作。

飞奔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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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虫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生命历程已经超过
5.2亿年，此次首次上太空。这种仅有指甲盖儿大小的生
物，哪怕切碎成无数小块，每一块都像拥有“复活技能”般，
短短7到10天就能再生出全新的个体，被科学家称为“生
物界孙悟空”。中国空间站为何要邀请涡虫奔赴太空？

山东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青年教师甄辉介绍，这
一次上中国空间站的涡虫，是经过无性繁殖的东亚三角涡
虫。涡虫的组织修复能力十分惊人，即使断成两截后，两
边仍可再生出新的肌肉、皮肤、肠道，甚至完整的大脑，而
且这种再生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研究涡虫对研究人类
细胞克服老化、延缓衰老等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教授赵博生介绍，通过
对它的研究，在人类相关疾病的克服等方面得到一些帮
助。科研人员专门为涡虫制作了一个带有芯片的实验盒，
装载好芯片后，封入48段涡虫，装入恒温箱里，交给载人
飞船随航天员一起上行。入轨后，由航天员将涡虫芯片实
验盒从恒温箱中取出，装载到生命生态柜的小型生物通用
培养模块中，加电启动实验。同时，地面也设置与空间站
实验模块完全相同的模块，同步开展对照实验，以期能加
强了解空间复合环境影响再生的基本机制。在轨实验结
束后，航天员将涡虫芯片实验盒从小型通用生物培养模块
中拆出，放入手套箱，取下涡虫芯片带回地面。科研人员
通过组学分析，就能获得空间复合环境与地面对比实验下
涡虫再生过程中关键时段的差异基因图谱。主要是找差
异，地球上的再生和在空间站里的再生，区别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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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货物进出舱；

进行空间碎片
防护装置安装、舱外
载荷和舱外设备安
装与回收等任务；

开展科普教育
和公益活动，以及空
间搭载试验，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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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切不死的涡虫首次闯“天宫”

据介绍，
神二十任务
将以斑马鱼、
涡虫和链霉
菌作为研究
对象，开展3
项生命科学
实验。

失重性骨丢失、心肌重塑是制约人类开展深空探索的重要医学问题，斑马鱼实验将以神
舟十八号任务中建立的斑马鱼—金鱼藻二元生态系统为基础，研究微重力对高等脊椎动物蛋
白稳态的影响，明确蛋白稳态对失重造成的骨量下降和心血管功能紊乱的调控作用。

涡虫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涡虫空间再生实验是国
内首次开展，本项目将从个体水平进一步认识再生基本
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解决人类空间损伤等健康问题。

链霉菌在土壤改良、植物促生抗逆、
生态系统构建和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
林西强介绍，本次实验研究具有重要应用
价值的微生物活性物质和酶在空间环境
下的表达规律，为利用空间环境资源开发
微生物应用技术和产品奠定基础

中国载人航天“进度条”刷新中

1978年12月出生，1997年8月入伍，1999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
队长、特级航天员，陆军大校军衔。2016年10月，执行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2022年6月，执行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二十号载人
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陈冬

陈中瑞

陈冬，男，汉族，
籍贯河南郑州，河南
洛阳出生，硕士学位。

陈中瑞，男，汉
族，籍贯河南滑县，
学士学位。

1984年10月出生，2003年9月入伍，2005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副
大队长、四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
某旅飞行大队飞行员，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20
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
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王杰

王杰，男，汉
族，籍贯内蒙古巴
彦淖尔，博士学位。

1989年9月出生，2021年1月入伍，2009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
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工程师。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
全面考评，入选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与神舟十九号
乘组完成在轨轮换，
在空间站驻留约6
个月；

任务主要目的是

他们要在太空
养鱼养虫
养霉菌

（本版内容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涡虫被切成几段，7-10天就能再生出
全新个体。（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