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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 我
国瞄准4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组成。

4月24日上午，神舟十八号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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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20时
59分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飞行
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

林西强介绍，航天员叶光富执
行过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李
聪和李广苏均为我国第三批航天
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

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
征二号F遥十八火箭即将加注推进
剂。”他说。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
阶段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
人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任
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十七号乘组
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
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试）
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
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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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提
升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应
用效益。

按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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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迎
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
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

项设备工作正常，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和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
产品质量受控，神舟十八号航天员
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
运行稳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
就绪。”林西强说。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刘艺 黄一宸

我国瞄准今日20时59分
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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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4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神舟十
七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八号航
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
4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七号乘组是空间站进
入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二个飞行乘
组。“目前，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
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他介绍
说，指令长汤洪波不仅成为我国目
前为止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也是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
短的中国航天员，这为我们常态化实
施飞行任务乘组轮换与训练积累了
宝贵经验。

在轨工作期间，神十七乘组共开
展了84项空间应用在轨实（试）验，生
成了60余种200多个各类样品，涉及
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天医学、
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将按计划
随神舟十七号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

林西强表示，后续，这些样品将由
科学家深入开展分析研究，有望在高
性能多元合金和功能晶体材料制备、
骨干细胞分化抑制骨丢失等方面取得

一批重要的科学应用成果。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太阳翼电缆

因空间碎片撞击，导致部分供电能
力损失。林西强说：“我们迅即组织
制定了出舱维修方案，研制并由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上行了维修工
具，通过神十七乘组两次出舱活动，
完成了我国首次舱外维修任务，消
除了撞击对核心舱太阳翼的影响，
充分发挥了人在太空的作用，表明
有人照料航天器能够更好地应对在
轨非预期问题。”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刘懿德 顾天成

神十七航天员计划4月30日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24日电（记者刘
桃熊）24日，2024京津冀知识产权保护活
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期间，北京市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天津市滨海
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河北省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同签署
了《京津冀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合作备
忘录2.0》。

截至2023年底，雄安新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增长率71.72%，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增长率67.41%，商标有效注册量增
长率12.92%。

京津冀深入推进
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董瑞
丰 李恒）记者24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
解到，2023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9.70%，比202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继
续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监测结果显示，2023年全国城市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3.25%，农村居民为
26.23%，较 2022年分别增长 1.31和 2.45
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分别为33.30%、28.85%和24.44%，
较2022年分别增长1.42、2.15和1.88个百
分点。

根据监测结果，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
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59.33%、科学健康观素养54.71%、健康信息
素养41.05%、慢性病防治素养30.43%、基
本医疗素养 28.84%和传染病防治素养
28.02%。

本次监测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道），对
象为15岁至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调
查问卷73340份。

2023年全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9.70%

2024年中国航天大会
4月 24日在湖北武汉开
幕。在大会主论坛上，线上
发布了2024年宇航领域十
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部长王巍受中
国宇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大
会学术委员会委托，进行
了发布。这十大科学问题
和技术难题分别是：地外
资源利用的重力场效应问
题，地外天体介观尺度动
力学问题，空间带电粒子
操控机理与方法，面向载
人深空探测的火星二氧化
碳原位利用技术，冰巨星
探测任务设计与关键技
术，月基平方公里射电天
文天线阵列建造技术，太空计算中心构建
及运行技术，小天体探测与开发的智能柔
性附着技术，航天遥感大模型的产业化应
用技术，重复使用火箭复用快速评估验证
技术。

据介绍，这是继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
首次发布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难题以来的
第五次发布活动。5年来，相关问题研究
助推了科研项目的立项与实施，对于布局
航天前沿科技发展方向，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田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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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载
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经中
央政府批准启动实施，总体目标是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目
前各系统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在4月24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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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表示。

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
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登
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方

案研制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初样产
品生产和各项试验。飞船、着陆器
已基本完成力热试验产品研制，火
箭正在开展各型发动机地面试车，
文昌载人月球探测发射场建设全面
启动实施，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载人
月球车、月面载荷方案，正在进行竞
争择优。
“相比空间站任务，登月任务中

航天员需要训练掌握梦舟飞船和揽
月着陆器正常和应急飞行情况下的
操作，月面出/进舱，1/6重力条件下
负重行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月面

钻探、采样和科学考察等技能。”
林西强说，载人月球探测是具有
高度挑战性、创新性和引领性的
重大科技工程，后续我们将统筹
抓好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确保如
期实现任务目标。
“目前，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已基本完成，不久将正式
对外发布相关信息。”林西强表示，
第四批航天员入队后，将和现役航
天员一起实施空间站后续任务，并
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新华社记者 张瑞杰 高蕊 王慧

我国载人登月正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4月24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富（中）、李聪（右）、李广

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