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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
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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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次载
人飞行任务。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
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续，航天员将进驻
天和核心舱，开启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

抵抗超200℃大温差
神舟十四号身披控温“外衣”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作为我国唯一的
天地往返载人航天器，执行我国可靠性、
安全性要求最苛刻的航天任务。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
研制，其充分继承了神舟十三号的技术状
态，依然采用稳定成熟的轨道舱、返回舱、
推进舱三舱结构，并进行了适应性改进，
进一步提升飞船的可靠性、安全性。

空间站组合体在飞行时，神舟飞船可
能会被其他舱体持续遮挡，飞船如长时间
处于太阳无法照射的极低温度环境下，最
低温度甚至低于零下 100摄氏度；而当空
间站处于某些构型时，飞船局部区域又会
持续受到太阳辐照，最高温度超过 100摄
氏度。

五院科研人员为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神舟飞船“织”就控温“外衣”——低吸收
—低发射型热控涂层，既能有效减弱太阳
辐照导致的温度升高，也能有效阻隔飞船
内部向外部深冷环境辐射漏热，保证在超
过200摄氏度的大温差、长期低温、强辐射
的空间环境中，飞船舱内环境温度始终控
制在18至26摄氏度。

从应急救援到成功发射
“航天员专车”站岗近10个月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
箭，长二F火箭可谓是“航天员专车”。“其他
火箭的载荷再贵重都有价，而长二F火箭的

‘载荷’是航天员，他们的生命是无价的。”
火箭院长二F火箭总设计师容易表示。

火箭院长二F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
武权介绍，目前长二F火箭的可靠性评估
值达0.9894，安全性评估值达0.99996这一

国际先进水平。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自执行

神舟十二号任务起，长二F火箭就采取“打
一备一、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
的生命安全加上“双保险”。此次发射的
长二F遥十四火箭，就是神舟十三号任务
的应急救援火箭。从开启应急救援值班
任务到成功发射，它已在发射场“站”了近
10个月，成为我国长征系列火箭中有史以
来“站立”时间最长的火箭。

长二F火箭全程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30年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成功
发射 14艘神舟飞船和 2个空间实验室，其
中包括 9 次载人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
100%。今年，长二F火箭将先后送神舟十
四号、神舟十五号两乘组共 6名航天员进
入太空。在遥十四火箭任务发射准备期
间，遥十五火箭也已同步开展装配和测
试，完成应急救援状态设置。

中国空间站
将再添“明星”部件机械臂

机械臂是空间站的“明星”部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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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后续发射
的问天实验舱将配置一个小机械臂。与已
随天和核心舱入轨工作的大机械臂相比，
小机械臂有着以下3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
更加精巧，小机械臂的重量和长度均约为大
臂的一半，负载能力约为大臂的八分之一，
相应的目标适配器也更加轻巧，小臂的运动
和操控灵活。二是更加精准，小臂的末端定
位精度更高，位置精度、姿态精度优于大臂，
能够完成精度要求更高的精细操作。三是
可与大臂级联工作，也就是小机械臂可被大
机械臂抓取形成组合机械臂，舱外作业覆盖
范围更广，通过大范围转移满足去往不同位
置进行精细作业的需求。

神十四乘组
两位“老手”带一位“新手”

此次，陈冬、刘洋、蔡旭哲 3名航天员执行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由陈冬担任指令
长。

陈冬参加过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
刘洋参加过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神舟
十四号乘组内唯一的女性航天员；蔡旭哲是
首次飞行。

陈冬籍贯河南郑州，曾被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获“三级航天员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他
入选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
令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太空家园将在我
们的手中被真正建成，所以现在想想还是很
兴奋、激动、骄傲，感觉到很幸福。”陈冬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刘洋籍贯河南林州，曾被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

“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刘洋是我国首位进入太
空的女性航天员，此次她将再度奔赴太空。

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洋说：“神九任
务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觉特别幸福。这次
任务和神九完全不同，它的舱段更多，实验更
多、设备更多，整个系统更加复杂，驻留的时间
也更长，这就对航天员的身体、心理、知识储
备、技能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蔡旭哲籍贯河北深州，2010年5月入选为
我国第二批航天员。此前，蔡旭哲是一名经
验丰富的飞行教员。他曾公开表示，看到电
影《长津湖》里提到的“杨根思三个‘不相信’
战斗宣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
人”，自己有深深的共鸣。在接受采访时他
说：“（为赴太空做准备的）12年说长也长，说
短也很短，过来以后我感觉很充实，我还是赶
上了一个好时代。”

神舟·人物

航天员太空衣食住行有何新看点？

“我们从2017年3月开始，训练全面转向
为空间站建设任务做准备。有一些训练是
共性的，在八大类百余科目训练的基础上，
针对神舟十四号任务的新特点、新任务、新
状态、新变化进行了重点强化训练，聚焦关
键任务进行训练，如低压环境出舱活动训
练，出舱活动程序模拟器训练，利用虚拟现
实训练器和机械臂操作训练台来进行协同
训练和演练，使他们熟练掌握出舱活动的技
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
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
介绍，就聚焦风险对航天员们进行了针对性
训练，“因为随着空间站的建成，组合体越来
越复杂，飞行时间也很长，出问题的概率会
增加。针对这些风险，我们要进行应急和故
障处置的训练，如通过推演故障预案学习、
实操训练和演练，对应急故障处置能力进行
强化训练，使航天员在出现这些紧急应急工
况时，能够沉着、冷静、有效地进行处置。”

此外，两个乘组要同时在轨工作和生
活。黄伟芬表示,“我认为主要是对空间站系
统，如再生保障系统的挑战。对于航天员来
讲，在地面组合体做实验时，有一个180天的
空间站载人综合验证实验，在空间站的一个
实验舱里每个乘组生活工作了 30天。我们
也进行了神舟十四号乘组和神舟十五号乘
组的轮换工作实验，未来乘组轮换将是常
态。”

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都要不断改
进，因为衣食住行对飞行影响是很大的。黄
伟芬说，“比如，这次的食品中增加了提子，
因为提子吃起来比较方便，汁水不是特别
多，肉质也比较密实。我们从神舟十三号开
始，给航天员提供了个性化的服装，神舟十
四号也是如此。”

神舟十四号乘组
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黄伟芬介绍：“今年我们要有两
次载人飞行任务，是我们空间站建
造阶段的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四
号飞行乘组将要执行的是空间站建
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承上
启下，意义非常重大，对他们来说非
常艰巨。”

据了解，在长达 6 个月的飞行
中，航天员们要经历的飞行工况
极为复杂，包括 9 种组合体构型，
5 次交会对接，3 次分离撤离，2 次
转位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
进行状态监视，必要的时候实施
手控操作进行交会对接；还要首
次进驻问天舱和梦天舱两个实验
舱来完成载人环境的建立；还要
在这两个舱完成十几个科学实验
机柜的解锁、安装等工作；以及日
常组装、建造、维护维修等各方面
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要首次利
用气闸舱进行出舱活动。“我们计
划要做两三次出舱活动，是首次利
用问天实验舱的小机械臂进行出
舱。后面还会用小臂和大臂的组
合臂进行出舱活动。这些都是全
新的状态，对航天员而言挑战很
大。他们还要进行太空授课，开展
一些其他的空间教育活动及公益
活动。所以说这一次神舟十四号
乘组的任务是极为复杂的，对航天
员的应急和故障处置能力要求，也
比以往更高。”黄伟芬说。

（据新华社、《北京晚报》）

乘组航天员如何选拔？

黄伟芬表示，根据工程总体规划，在
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有4
次载人飞行任务，在总结前期选拔经验
的基础上，又根据空间站阶段的任务特
点，调整了选拔策略，按照统筹规划、新
老搭配、继承和发展的原则，来进行这 4
次任务飞行乘组的确定和选拔工作。挑
选的是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来担任指令
长，每个乘组都如此。

在乘组选拔的时候，分析每次任务
的特点及关键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比
如出舱活动等。同时考虑每名航天员的
个体特点与任务的匹配性，以及他们彼
此之间的心理相容性，从而组成一个合
适的乘组。既要考虑年龄，也要考虑飞
行经验等各方面因素，最后来综合确定。

“他们三位航天员的共性是特别认
真，非常细致，爱学习爱钻研，很有团
队精神，相容性都很好。”黄伟芬说，他
们三个也有不同的特点，陈冬作为指
令长，特别自信，处事很果敢，雷厉风
行。经常会在训练和实验中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刘洋非常有亲和力，
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蔡旭哲很聪明，
领悟能力比较强，对新事物新知识接
受速度比较快。

黄伟芬透露，目前已进行了三批航
天员的选拔，未来会选拔第四、五批。
航天员队伍建设始终要考虑国家载人
航天工程总体规划、相应任务需求以及
航天员队伍自身现状，“我们会每隔一
段时间定期选拔新的航天员加入航天
队伍中。”

未来将根据任务的需要，扩大候选
对象人群，培养各种专家类型的航天员。

神舟升空
再探苍穹

神舟·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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