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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2、1，点火!”随着0号指挥员一声令

下，10时44分，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航天员在轨执行任务期间，将迎接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这也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

迎接舱段到访空间站。他们将成为实施并见

证空间站在轨组装与建造的“中坚三人组”。

新一批航天员进驻核心舱后，将开启他

们为期6个月精彩绝伦的“太空之旅”，在太

空度过中秋和国庆。

三舱组建国家太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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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

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第一次载

人飞行任务，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

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

宫空间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和神舟十三号任务相比，神舟十四号任

务将实现多个首次。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

和地面配合完成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与

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首次进驻问天实

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建立载人环境；配合地面

开展两舱组合体、三舱组合体、大小机械臂、

气闸舱出舱等相关功能的测试工作；首次利

用位于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实施2至3次出

舱活动；完成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十余

个科学实验机柜解锁、安装等。

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年底完

成T字形构型建造，舱内活动空间超过110立

方米，将配置2个航天员出舱口和1个货物气

闸舱，并提供6个睡眠区和2个卫生区。

在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出差”期间，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将搭载3名航天员访问空间

站，与神舟十四号乘组“轮换”。届时，我国空

间站将实现6名航天员在轨短期驻留。

航天员将首次从气闸舱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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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任务，航天员将首次利用问天实验

舱的气闸舱出舱，之前出舱活动都是从核心

舱进行。根据计划，神舟十四号乘组将进行

两到三次出舱活动，并且除了使用问天实验

舱的小机械臂出舱，后面还会用小臂和大臂

的组合臂出舱。

与已随天和核心舱入轨工作的大机械臂

相比，小机械臂更加精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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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相应的目标适配器也更加轻巧，小臂

的运动和操控灵活。

后续需要在舱外安装的设备，可以通过

货运飞船上行至梦天舱的货物气闸舱，通过

组合臂的抓取和转移，完成在舱外载荷平台

上的安装。小机械臂也可实现独立舱外爬

行，完成航天员出舱活动支持、舱外状态检查

等任务。

三名“75后”12年相伴默契足
二度飞天的指令长陈冬、再叩苍穹的刘

洋、首次出征的蔡旭哲，今天搭乘神舟飞船开

启飞向太空的旅程。

三名航天员都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2010年同时进入到航天员大队，都是“75

后”，年龄相仿，彼此配合非常默契。指令长

陈冬笑言，三个人相伴12年，在一起工作训

练生活的时间比家人都多。任务期间，航天

员会经历九种空间站的构型，要经历五次交

会对接、三次撤离、两次转位实验，还有机械

臂的实验等，乘组三个人在任务分工和能力

上互为备份。此外，乘组还要互相配合，开启

太空授课，开展一些其他的空间教育活动及

公益活动。

在抵达发射塔架后，陈冬、刘洋、蔡旭哲

竖起大拇指，齐喊：“我们北京见。”我们等待

着英雄凯旋。

本报记者 叶薇

“中坚三人组”开启6个月太空之旅
航天员将见证实施空间站建造任务

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航天员将在空间站开启他们为期6个
月的“太空出差生活”。飞船里的航天员如何进入到空间站？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研制的对接机构为航天员入住空间站搭建了一
条安全可靠的“生命通道”。

■ 飞船停靠“太空母港”
发射入轨后，随着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的逐

渐靠近，飞船上的主动对接机构会推出对接环，在精准的控制下，
与空间站组合体上的被动对接机构实现瞬间捕获。
“牵手”成功后，飞船与空间站还存在着一定的姿态偏差和晃

动，通过对接机构内部的各类弹簧元件、可控阻尼机构等来实现能
量的缓冲、消耗及姿态偏差的校正，同时确保对接过程中的巨大冲
击能量不会对飞船内的航天员产生身体上的过载。
待飞船姿态稳定后，主动对接机构会通过收回对接环实现相

互拉近，最终“拥抱”在一起。最后，对接机构会通过锁紧12把对
接锁实现飞船与空间站的密封与刚性连接，建立起一个安全可靠
的对接通道。这时候，航天员就可以依次“下船”，前往空间站。

■“太空门廊”通行无阻
稳稳停靠空间站后，航天员首先要打开神舟十四号飞船返回舱

的舱门，来到飞船轨道舱舱门前。此时，轨道舱的前端主动对接机
构和核心舱的被动对接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直径80厘米、长
约1米的通道，这就是航天员进入空间站的“门廊”，在这里，航天员
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取出“钥匙”打开通往核心舱的双重保险门。

■“生命通道”密不透风
对接通道打开后，航天员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大密封舱。

据八院805所设计师介绍，神舟飞船的密封圈采用双圈设计，安
装在主动对接机构对接面的T型凹槽里。这种设计可以确保在零
重力和恶劣的空间环境效应情况下，不会从对接面脱落，使密封性
能得到双重保护。设计师对密封圈的材料也进行了长达6年的攻
关，解决了普通材料在低温环境中的“脆变”特性以及长期工作后
材料老化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为航天员打造了一条密不透风的
“生命通道”。 本报记者 叶薇 通讯员 李同 于茂华

在神舟十四号载人工程任务中，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在上海
疫情严峻的时候受命出征。团队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克服疫情影响，圆满完成任务。

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承担了神舟载人

飞船的电源分系统、对接机构分系统、推进舱

结构与总装、测控通信子系统、总体电路分系

统推进舱电缆网及三舱配电器等任务。

神舟十四号在轨期间，飞船将经历复杂

而严酷的在轨环境考验，尤其是在空间站组

装和建造过程中，由于飞船在径向对接口停

靠，因此将会面临四组超大柔性太阳电池翼

和三个巨型舱体“暗影相随”，导致整船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接机构必须适应与空间站交会对
接和分离、保持长期停靠密封性能的需求；能源
系统必须适应空间站对地定向飞行、惯性飞行，
飞船绕飞等多种飞行模式下安全供电的需求；测
控通信系统必须适应船站信息交互、天地信息交
互等各通信链路同时数据传输的需求；舱外设备
必须适应全遮挡环境下极寒考验的需求。
八院神舟飞船研制团队提前策划并实施

了多达上百项环境试验和专项测试，实现了关

键飞行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

随着2021年核心舱的发射升空，尚在研制

中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对接机构，无法与核

心舱径向端口开展实物试验验证。如何确保

对接机构的接口匹配，在“没见过”的前提下仍

“一见如故”呢？八院设计师利用地面被动对接

机构的试验件，打造出一款如同“知己”一般的、

与太空中对接机构完全相似的对接机构，确保

神舟十四号以及后续生产的对接机构均可胜

任与中国空间站任一对接端口对接的任务。

严格的封控措施使试验队最终到岗人员

只有原计划的70%，且人员变动大，这给试验

任务的整体推进和顺利开展都带来不小的挑

战。不等不靠，主动作为。试验队全体队员密

切配合，强化责任落实；书面推演和实物演练

紧密结合，确保产品、数据、操作可靠；充分利

用班前会、班后会、调度会等，分享各岗位识别

风险的做法……诸多工序，各试验队员均穿着

防护服进行，虽然不便，但大家都全力配合。

完成不同阶段的任务后，部分试验队员就

星夜奔赴下个目的地，队员们如同点点星火，

让必胜的信念燃遍祖国的辽阔土地。

本报记者 叶薇 通讯员 杨华星 李同 杨君坤

身穿防护服 闭环中攻坚

航天员如何进入空间站？

聚焦神舟十四号
背后的“上海力量”

■ 身穿防护服的八院神舟十四号试验队队员合影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