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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善廣亦高度評價港澳民眾為載人航天事業
做出的貢獻。他表示，航天員中心每年都

會舉辦少年太空人體驗營活動，從港澳選拔優秀
學生來到北京航天城，與太空人零距離接觸互
動。

航天員系統與港高校合作
在航天員系統的合作研究方面，陳善廣表示，

香港科研機構在技術方面具有很強優勢。目前航
天員系統已與幾所香港高校展開科研協作，在醫
療衛生、生物醫學工程、服裝等方面，已 手進
行基礎研究和技術攻關。
至於港人何時能夠被選拔為太空人的問題，陳

善廣表示，自己亦對香港太空人十分期待，想赴
港澳選拔太空人。他個人預計，到中國空間站計
劃末期，港澳太空人可能會登上太空，他們與當
前從飛行員選拔出的太空人不太一樣，可能是教
師、科學家或者其他職業。

港科學家提空間科研設想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在接受本報

專訪時也表示，在當前的交會對接任務中，港澳
科學家已起到積極作用。以平台應用、太空資源
開發利用為主要目標的中國未來太空站，將向港
澳科學家開放。載人航天工程期待港澳方面提供
有價值的科學實驗項目建議，並將積極考慮安排
實驗。這意味 ，中國太空站將成為港澳科學家
更廣闊的太空舞台。
載人航天工程空間應用系統副總設計師張善從

昨日亦向記者透露，在中國太空站空間科學研究
設想中，已明確劃分空間地球科學應用、空間材
料新技術等8個領域。在目前已經啟動的科學項
目論證和徵集中，已有香港科學家就此提出項目
設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昨日表示，天宮一號與
神八飛船的交會對接方案，具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一貫的「少花錢、多辦事、高效率」特點。相比美
國、俄羅斯每次均需發射兩艘飛船進行一次對接，
中國製造的天宮一號飛行器將分別與三艘飛船進行
對接，減少了2次發射，顯著降低成本。

「1+N」模式解3大問題
中國式交會對接採取「1+N」模式，目標飛行器

為「1」，飛船為「N」。周建平表示，這種模式一併
解決了3個問題：一是縮短空間實驗室的研製進
程，天宮一號各項性能指標瞄準空間實驗室研製，
空間實驗室將主要基於目標飛行器技術基礎進行研
製生產。
二是對空間站關鍵技術提前進行了驗證和積累，

天宮一號將試驗空間站必需的再生式環控生保技術
中的關鍵單項技術，如控制技術、電源技術、推進
劑貯箱技術等進行一定改進完善後，可直接用於我
國未來的空間站上。三是將在目標飛行器上開展多
項科學實驗。

3大挑戰：測量、控制、對接
同時，中國首次交會對接任務還面臨3大挑戰。

周建平表示，第一大挑戰是測量。雖然中國由天鏈
一號衛星、國內外16個陸基測控站以及3艘遠望號
測量船組成的測控通信網，具備一定測量能力，但
當兩個高速飛行的航天器相距只有數十公里時，測
控網無法對他們的相對位置提供更精確支持，需要
航天器之間互相配合，逐步接近。需要通過11月實
施的交會對接實驗進行驗證。
第二個挑戰是控制。周建平指出，航天器的控制

精度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飛船必須在兩個
飛行器相接觸前，將與目標飛行器的橫向偏差控制
到若干厘米的範圍。其次如何消耗最少的推進劑完
成交會對接，也是對控制策略和方法的重大考驗。
如果消耗過多推進劑，就會影響航天器壽命，甚至
導致失敗。
第三個挑戰來自於對接。周建平表示，經過複雜

的測量和控制過程後，兩個航天器距離越來越近，
這是最緊張的時候。航天器上的捕獲機構像 子一
樣，實現兩個飛行器的捕獲。此後，緩衝、拉緊、
鎖緊這一系列動作必須一氣呵成。稍有閃失，就可
能會釀成重大事故。

中國式交會對接 少花錢多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氣
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副主任王勁松29日在北京舉行
的發佈會上表示，未來幾天空間天氣非常平靜。國家
空間天氣監測預警中心將通過對高層大氣狀態、電離
層天氣、空間碎片以及空間輻射環境等4方面的監測
和預報，為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的在軌運行提供空間
天氣保障服務。

中國結隨「天宮」遊太空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空間實驗室

系統副總設計師白明生29日透露：天宮一號將搭載一枚
中國結飛上太空，把濃郁的中國風情帶入浩渺太空。

空間天氣平靜 利「天宮」在軌運行
海外媒體非常關注天宮一號升空，法新社、

美聯社及路透社昨晚均以即時簡訊方式，報道
「中國發射首個太空站模組」的消息，並介紹總
理溫家寶在現場觀看升空過程。路透社形容，
天宮一號將有助中國在長期載人太空站的技術
上，進一步貼近美國及俄羅斯。
英國廣播公司(BBC)以《中國準備另一次太空

躍進》為題，介紹天宮一號升空。報道說，一
直以來都有意見認為中國應該參與國際太空站
(ISS)建設，當中歐洲就認為更多合作夥伴的加
入，將有助降低運作太空站的成本，但中美政
治分歧或會令這短期內難以實現。

彭博通訊社稱，中國發射天宮一號將收窄與
美國的技術差距，又指發射成功將進一步穩固
中國在太空技術上，對印度、伊朗及韓國等國
的領先優勢。
法新社報道，天宮一號將於明年與分別載有

最少一名太空人的「神舟九號」及「神舟十號」
交接，指出太空交接技術難度極高。有法國專
家說，若交接成功，中國有朝一日將有機會加
入國際太空站。
路透社指出，中國要追上另外兩大太空強

國，仍有一大段距離，天宮一號是中國長遠為
建造自己的太空站的一次測試。 ■綜合報道

外媒：華太空站技術 將接近美俄

天宮一號發射全過程
9月29日21時16分0秒，天宮一號目標

飛行器搭載長征二號FT1型火箭，在

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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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太原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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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酒

泉報道）天宮一

號成功發射，標

誌 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又邁出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國多位載人航天工程的權

威專家，均表達出對未來與港澳 科學家合作的熱切期盼。

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陳善廣更預計，在載人航天「三

步走」計劃的太空站階段（2020年前後），或將有來自香

港的太空人踏上中國太空站，共同遨遊太空，進行科學探

索。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表示，在當前的交

會對接任務中，港澳科學家已起到積極作用。

強調港澳科學家為交會對接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載人航天工
程航天員系統總指
揮、總設計師 中國
航天員科研訓練中
心主任陳善廣（見

圖）昨日在接受本
報專訪時透露，中

國太空人們正在積極備戰將於2012年進行
的載人交會對接任務。此次任務將依照
「新老搭配」、「男女搭配」的方針，進行
分組訓練。目前，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
以及後續發射的載人飛船，已根據女太
空人生理特質進行技術改造，只等待她
們飛天時刻進行檢驗。分析上述表態，
可得知未來執行神九或神十任務的太空
人乘組，或將形成資深太空人搭配新晉
男性太空人和女太空人的組合。

交會對接對太空人要求高
依照官方公佈的計劃，中國在2011年完

成首次無人交會對接後，將在2012年進行
載人交會對接。陳善廣透露，太空人未
來將進行的手控交會對接，是當前訓練
中的新挑戰。由於對接過程非常複雜，
人工控制兩個高速運轉的航天器具有一
定危險性，所以要求太空人有較高的心
理素質、眼手協調性以及很高的認知、
處置、協同能力，同時還要求太空人在
較短時間內以較少的燃料代價來完成精
確的對接任務。
依照載人交會對接的計劃，航天員系

統正在規劃分組訓練方案。陳善廣介
紹，方案會考慮到神九、神十任務飛行
對太空人乘組要求進行分組訓練。至於
目前乘組人員安排以及是否將搭乘三
人，陳善廣並未給出最後確定的答案。

設有女性特有裝備
雖然官方正式宣佈女太空人將參與交

會對接任務，但種種跡象均表明，女太
空人將成為載人對接任務中最大看點。
陳善廣表示，目前兩名女太空人的精
神、參試和訓練狀態都非常好。她們的
訓練，基本與男太空人類似，只是在體
能訓練上略有減輕，並增加了女性柔韌
訓練。
陳善廣表示，由於根據女太空人的生

理特徵，天宮一號以及未來的載人飛行
器，都要進行從適應男太空人到男女太

空人共用的改造。其中，包括航天服將依照女性身材重新
設計，還改造了排泄物收集器，並添置了其他女性特有裝
備裝置。上述改造已完成，等待升空後進行試驗。
不僅是太空人訓練，包括未來空間站的食品供應等研

究，均屬於航天員系統的工作範疇。陳善廣表示，航天食
品是中國空間站的關鍵課題，對於長期空間飛行來說食品
最重要是需要保質期，並根據太空人飛行生活的變化而調
整菜譜和口味。目前食品研究進展順利，陳善廣說，「地
面上能吃到的東西，未來中國空間站中都可能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道）天宮
一號/神舟八號交會對接任務指揮部成員名單正
式公佈，由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常萬
全掛帥任總指揮長。這份名單顯示，交會對接
任務集中了軍方、政府、企業的高層精英，不
僅凸顯出是次任務的高度重要性，更顯示出中
國在重要工程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
天宮一號/神舟八號交會對接任務指揮部的副

總指揮長包括，總裝備部政委王洪堯、總裝備
部副部長牛紅光、國家國防科工局局長陳求
發、中科院副院長陰和俊、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公司總經理馬興瑞、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總

經理許達哲、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熊
群力以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

出艙及對接 耗資150億元
此外，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昨

日透露，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出艙活動及交會對
接任務總體投入約為150億元人民幣。這筆經
費，主要用於神七、神八、神九、神十以及天
宮一號目標飛行器的研製和發射，以及相關基
礎配套設施等多個方面。
外國媒體對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十分關

切。周建平表示，實現太空人出艙活動的神七
任務約耗資30億元。當前進行天宮一號及神八首
次無人對接，以及神九、神十載人對接的投資
為120億元。目前，神九、神十飛船已基本研製
完成。至於未來將實施的中國太空站計劃，周
建平表示，尚在深入方案論證階段，還未明確
討論預算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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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有望踏足

載人航天正副總設計師接受本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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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裝備部部長
掛帥交會對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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