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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空火箭加注推進劑
「天神合體」四大考驗
手動操控 天宮補給 女性參與 遨天逾十日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首位女性航天員劉洋
將搭乘神九飛天，神九一系列的產品及相
關保障，包括航天服及其內衣、私密空間
的設置、食品、藥物準備等都有一些改
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航天

員系統總指揮、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
主任陳善廣表示，在艙內航天服研製方
面，針對女性航天員身體比較瘦小的特
點，航天服整個設計結構上要調緊，還有
航天服裡面的內衣設置等，也都要符合女
性特點，有些調整。

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內空部的空間設置
有特殊考慮，包括私密空間的設立，航天
員特別是女航天員換裝、衛生處理、睡眠
等都能受到很好的保護，從醫監角度來
講，也會針對女航天員的特點有一些新的
監測辦法，在藥物準備和方案預案上都充
分考慮到女航天員生理特點。
在航天食品方面，也考慮到女性的特

點，增加一些適合女性的一些食品。

長時間征空或坐或臥
陳善廣指出，較長時間航天飛行以

後，人體的立位耐力下降，女性航天員
下降的程度和概率會高於男性航天員。
美國曾有位女航天員在飛行12天後返回
地面，第二天參加招待會演講時自己試
圖站立起來，但滑倒了；第二次還想試
圖站立起來，但再次滑倒。這是因為較
長時間航天飛行後，體液的分布和飛行
的疲勞等因素，會導致人的立位耐力下
降。
他又說，因立位耐力下降，航天員返回

地面後多數時間採取坐姿或躺姿，人們以
往經常看到航天員直立、招手揮手，短期
飛行是可能的，但一般情況較長時間航天
飛行後，都是以坐姿或躺姿跟記者見面、
跟大家打招呼，這都是正常的。

香港文匯報訊神舟九號攜帶航天食品主
要配置的是中餐，將會有5大類50種的食
品供應，航天員在天上可以吃到「熱騰
騰、香噴噴」的食品。
據中新網道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航天

員系統總指揮、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
主任陳善廣指出，這次神九飛行時間比較

長，如何保證航天員在較長時間之內有一
個好的身體狀況，除了醫學監督、醫學保
障以外，營養的維持和保障也非常重要，
所以航天食品也是本次任務一個非常有特
色的一個方面。
神九對航天食品的要求很高，考慮到中

國人的飲食習慣，主要配置的是中餐，將

會有5大類50種的食品供應，並且4天一個
食譜的周期輪換，很有特色。同時，還考
慮到女性的特點，增加了適合女性的一些
食品。
針對陳善廣的這番敘述，有記者立刻

聯想到前段時間在中國內地熱播的《舌
尖上的中國》電視紀錄片，笑言神九航
天員如果方便，在太空中拍攝一段《舌
尖上的「神九」》肯定會很有意思，也更
吸引觀眾。

武平表示，載人交會對接的主要目的
是：發射神舟九號載人飛船，與天

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先後進行一次自動和一
次航天員手控交會對接。首次驗證手控交
會對接技術，進一步驗證自動交會對接技
術；首次驗證天宮一號保障航天員工作生
活的功能、性能，以及組合體管理技術；
首次實現地面向在軌飛行器進行人員和物
資的往返運輸與補給；進一步考核飛船、
火箭和目標飛行器的功能和性能，以及工
程各系統間的協調性。

對接後太空人住天宮
任務的具體流程是，長征二號F遙九火

箭在16日18時37分點火發射後，飛行約
585秒，船箭分離，飛船進入近地點約200
公里、遠地點約330公里的初始軌道，按
照預定程序，飛船將完成與天宮一號自動
交會對接。

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自動對接形成組合
體後，太空人通過對接通道，進入天宮一
號實驗艙工作和生活。「天神」組合體飛
行中期，將實施太空人手控交會對接。首
先，兩飛行器分離後，由太空人自主控制
飛船與天宮一號交會對接，再次形成組合
體。完成預定任務後，兩飛行器再次分
離，飛船返回㠥陸場，天宮一號再度轉至
長期運行軌道。

考核天宮「作休環境」
「與無人交會對接相比，這次載人交會

對接任務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難點」，武
平坦言，第一，首次實施太空人手控交會
對接，首次考核飛船手動控制系統。這既
對太空人操作的精準性和靈敏性提出很高
要求，也對飛船控制系統的適應性提出更
高要求。
第二，首次實施太空人訪問在軌飛行

器，也是首次實現了地面向在軌飛行器進
行人員和物資的往返運輸與補給。這將考
核天宮一號保障航天員工作生活的能力，
以及全面考核天宮一號對組合體的管理技
術，還有環境控制的技術。
第三，首次有女太空人飛天。通過這次

任務，將首次對中國在女太空人選拔訓
練、醫學監督與保障，以及對新研製的女
太空人飛行裝備進行驗證。
第四，此次太空遨遊的時間較前幾次都

長，有十多天的時間，太空人要開展一系
列的航天醫學實驗以及空間站一些關鍵技
術的實驗，對飛行器以及地面對任務的支
持系統都提出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執行神九發射任務的長征2

號F遙九火箭昨日下午5時30分起加注推進
劑。而天宮一號已進入到高度為343公里
的交會對接軌道，目前運行穩定，工作正
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酒泉報

道）神舟九號載人飛船將於今天傍晚發

射，運載神九升空的長征2號F遙九火

箭昨日下午開始加注推進劑。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武平表示，神九飛

船與天宮一號將先後進行一次自動和一

次手控交會對接，這將令中國全面掌握

空間交會對接技術，奠定空間站建設的

前提。與此前相比，首次載人交會對接

任務將對太空人、飛船等各個系統帶來

四項挑戰和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酒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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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武

平昨日宣布，神九升空後將先

進行自動交會對接，再進行手

控交會對接，多次地驗證交會

對接技術。這是此前沒有透露

的「1+N」模式，也是航天中

典型的中國智慧——更少的投入驗證

更多的技術，取得更多的成果。

天宮一號與神八、神九採取中國創

新的「1+N」模式。相比美、俄每次

都需要發射兩艘飛船進行一次對接，

中國僅需要發射一個天宮，就能與三

艘飛船進行先後對接，減少了2次發

射，顯著降低了成本。

在神九任務中，飛船將先與天宮一

號目標飛行器進行自動對接，再與目

標飛行器進行分離，由太空人駕駛飛

船進行手動對接。這不僅將首次驗證

手控交會對接技術，更將進一步驗證

自動交會對接技術。

不僅是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方面的

嫦娥二號衛星，在完成月球探測後，

飛往拉格朗日L2點。在完成科學探測

後，嫦娥二號還將飛往更遠的深空。

有人將這戲稱為航天的「無所不用其

極」，要「一分錢掰成幾瓣花，還要

精打細算花得划算」。

在當今美國等傳統航天大國不斷縮

減航天計劃的大環境下，加快完成太

空探測發展，佔領空天技術高地，已

成為包括中國在內不少新興航天國家

的選擇。中國除堅持自主創新外，航

天工程的「少花錢、多辦事、效率高」

已成為最顯著的特點。正是這樣的獨

有特色，令中國更加快速地邁入航天

強國之列。

香港文匯報

訊 神九三名航

天 員 各 有 崗

位，景海鵬擔

任指令長，劉

旺操作交會對

接，首位女航

天員劉洋則負

責航天醫學空

間實驗。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航天

員 系 統 總 指

揮、中國航天

員科研訓練中心主任陳善廣表示，

此次共有兩男一女航天員執行征空

任務，都要進入天宮一號目標飛行

器。曾隨神七飛天的景海鵬擔任神

九指令長，劉旺承擔交會對接的操

作。劉洋則負責航天醫學空間實

驗。3名航天員以新老搭配、男女配

合方式，在工作安排上也充分體現

並能發揮男、女航天員之間特殊的

協同作用。

陳善廣介紹說，劉洋負責的航天醫

學空間實驗，較具規模地設計和開展

了航天醫學方面的空間實驗，包括針

對失重狀況下人的心血管系統、神經

系統等方面研究，還包括人的認知能

力、在軌人體生理參數測量等，將為

中國中長期載人航天飛行醫學研究和

健康保障積累經驗。

航天醫學空間實驗平台有很多中國

研製測量、檢測、處理等設備，這些

設備的特色是體積較小、功耗較低、

操作較靈便等。

太空艙設女性私隱空間

食品香又熱 4天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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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右）與天宮（左）接合的模型吸引中外記者舉機拍攝。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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