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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键盘设计有讲究 舱内绘出天与地

天宫是个舒适的家

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的交会对接，开启了中国的空间站时代。 无论天宫一号还是神八，设计上都进行了人性

化处理，以便航天员更舒心、更舒适地在太空生活和工作，完成此系列工业设计的是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工业设

计系主任、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余隋怀教授和他的助手们。

怕“追尾”神八四次刹车

揭秘

对接

神八 600 多台设备，一半有变化

神八在前期飞船基础上进行了较大改进。

“600 多台套设备中， 一半以上发生了技术状态

变化。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说，

改进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为具备自动和手

动交会对接功能，新增和改进了一些设备；二是

为提高飞船的性能及安全性、可靠性，对部分系

统进行改进， 飞船具有与目标飞行器对接后停

靠 180天的能力。

天宫一号变轨后倒飞等待神八

天宫一号目前运行稳定，设备工作正常，满

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天宫一号现已完成了调相

和轨道圆化，进入高度为 343公里的交会对接轨

道，转为倒飞状态，等待与神八的交会对接。

怕“追尾”神八刹四次车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朱毅麟表示， 大家可能认为神八要对

接天宫一号， 必然得加速追上天宫一号才能对

接， 其实不然， 就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

样，加速只能导致追尾，酿成车祸，要想安全对

接，神八必须减速。

当神八与天宫一号间的距离只有 20 公里

时， 两者身上装置的许多近程敏感器就会发生

作用。 神八在接近天宫一号的同时，将四次“刹

车”， 最后以 0.2米每秒的相对速度与天宫一号

“合体”。 这时候会启动对接机构上的一个对接

锁系。 两个飞行器总共有 12 把锁，每把锁锁紧

力大概有 3吨多拉力。

对接后天宫来“当家”

朱毅麟表示， 天宫一号和神八对接后，“新

组合体”使用天宫一号的发动机。

两个飞行器有两个发动机， 发动机喷管都

在两者的“屁股后面”。 对接时，神八和天宫一号

是“头对头”，这样相对来说，两者的发动机喷管

转动方向就正好相反了。 要是对接后，两个发动

机依然同时使用， 必然出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的结果，“新组合体”就没法动了。

整个对接过程中， 天宫一号都处于主导地

位，不仅与神八对接，将来还会与神九、神十对接。

我国对接机构可连通国际空间站

明年，我国将进行神九、神十与“天宫一号”

的交会对接试验，至少有一次是载人飞行，执行

“有人对接”任务。 执行明年交会对接任务的航

天员乘组已完成初步选拔，目前正在进行训练。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陶建中透

露，神八和天宫使用的对接机构在原理、结构、

尺寸上与国际空间站的基本一致，如果需要，只

要将接口稍作修改， 就可与国际空间站实现对

接。“我们从技术上做好了准备，今后是否和国

际空间站连通，需要看接下来发展的需要。 ”陶

建中说。 （据《华商报》）

航天员未来的

太空生活啥样子

在未来的太空生活中，中国航天员的饮

食起居是什么样子？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九院研制的“太空厨房”、“太空医院”和“太

空空调”等设备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图景。

迷你“太空厨房”

为航天员烹饪美味佳肴

只要将分装好的大米放入一个银白色

的立体容器内，轻轻按下电源开关，再耐心

地等上 30 分钟， 一份香喷喷的米饭便冒着

热气新鲜出炉。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需求，只需同样的步

骤，再花上 5 分钟至 30 分钟的时间，一份份

“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水煮鱼片” 等热

气腾腾的美味菜肴便做好了。将来如果航天

员需要，还可以增加液体加热装置，为航天

员热上一杯苹果汁、果粒橙或纯净水……

这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中享用的部分菜

谱，这些丰富佳肴的烹饪，既不需要家庭生

活中的锅碗瓢盆， 更不必航天员亲自“下

厨”，只需在一个长、宽、高均不足 30 厘米，

重量仅 4.4 千克的容器内全自动地完成，这

就是科工九院为宇航飞船量身定制的迷你

“太空厨房”———食品加热装置。

自“神舟一号”开始，九院红峰厂就开始

配套研制食品加热装置， 经持续攻关和改

进，该产品的使用寿命从最初的 100 多个小

时提升至现在 350 多个小时，将来在空间站

上可以达到 10年以上。

特殊“太空空调”

为航天员提供宜居环境

气体流量调节装置、航天服温控调节装

置等作为环境控制及生命保护分系统产品，

犹如一部“太空空调”，在航天员的飞行试验

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气体流量调节装置是红峰厂生产的“元

老”级产品，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都有它

的功劳。 现在，它在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

舟十号和天宫一号都有应用。为了方便航天

员进行操作，项目组经过艰苦攻关，设置了

自动电控和手动触屏输入两种模式， 同时，

还设置了微风、大风、强风等 5 个挡，航天员

可以根据个人习惯以及环境变化，选择操作

模式和适合的风速。

微型“太空医院”

为航天员适时检查身体

在科工九院红峰厂产品陈列室，十余种

小至烟盒大小、最大不过成人巴掌大的银灰

色长方体装置依次排列， 这种外形规则、看

似简单的产品，能适时监测航天员的各项生

理指标，并将数据自动分析后传送至地面设

备，以便地面人员对航天员的身体状况进行

实施监控。这些装置就是该厂研制生产的环

控生保、医监医保系统配套产品。

医监生化检测装置是该系统配套产品

之一，主要功能是将收集到的航天员尿液与

生化试剂充分混合后， 通过 SPR 技术检测

航天员尿液中的生化指标，并将采集的数据

传输给医学信息管理主机，为航天员医监医

保提供依据。

2007年 12月 25日，九院与清华大学合

作研制质量测量仪，用于在太空微重力环境

下实时监控航天员人体质量。 目前，只有美

国、俄罗斯拥有独立研制质测仪。

检测并自动传输航天员心电、 呼吸、体

温等生理指标的生理信号测试盒；对航天员

进行电脉冲刺激，协助航天员进行肌肉疲劳

恢复和肌肉力量训练，防止长期飞行试验造

成肌肉萎缩的神经肌肉刺激仪；读取航天员

心电数据并将数据传送到医学信息管理主

机配合相关分析的动态心电数据读取记录

装置……

科工九院经过近 20 年的历程， 在天地

间架设起一座能对航天员的各项身体性能

指标进行适时“体检”的全自动化的微型“太

空医院”。 （据《北京晚报》）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就是一个小型的长期在轨运

行的轨道站或是空间实验

室。 虽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用“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天宫一

号，但实际上，天宫一号实验

舱的空间比神舟飞船要大许

多，达到了 15立方米。

天宫一号除了完成交会

对接以外， 它还可以提供人

的访问、工作、生活的支持能

力。“如果说神舟飞船里面的

空间是温饱水平的话， 那么

天宫一号里面的空间就达到

了小康水平。”空间实验室系

统副总设计师白明生说。

“载人航天的理念就是

以人为本，天宫一号的每一处

设计都考虑到航天员的需

求。”白明生介绍，天宫一号采

取了多项人性化设计， 为航

天员提供舒适的载人环境。

实验舱内的照明、 睡眠

区、 空气成分都有良好的控

制。 舱内设立了两个相对独

立的睡眠区，拉上帘后，两个

区域相对封闭， 为航天员提

供了隐私环境。 航天员可以

在里面睡觉， 也可以看书听

音乐。 （据《华商报》）

中国航天员备战

未来交会对接任务

首批航天员

仍是主力

女航天员通过初选

在神舟八号飞船访问太

空之际， 中国航天员正在做

些什么？他们何时再次飞天？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

善广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

国航天员正在接受交会对接

任务训练， 第一批航天员仍

将是这一阶段交会对接任务

的主力， 两名女航天员也通

过了飞行乘组的初步选拔。

据陈善广介绍， 按照载

人航天工程规划， 神舟九号

飞船可能载人， 神舟十号飞

船计划载人。 航天员正在积

极备战未来载人飞行， 我国

第一批航天员仍是这一阶段

交会对接任务的主力， 已经

执行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仍

有机会再次飞天。

“要验证人类是否真正

能够在太空生存， 必须对男

女航天员都进行考察。 ”陈善

广表示， 中国之所以选拔和

培训女航天员， 是因为没有

女性参与的太空活动是不完

整的。 （据新华社）

天宫一号里面有“天地”

记者：航天员在太空如厕一定不方便吧？

余隋怀： 在太空如厕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

难， 有个专门的抽吸装置会在瞬间把排泄物集

中收集，不会造成尿液等乱飘。 在神舟返回时，

将把之前产生的垃圾带回地球。

记者：为什么要送一个假人进入太空？

余隋怀：放一个假人进去，并在其身体内放

置各种仪器， 就能测算出舱内环境是否适合人

类生存，以及遇到突发情况的各种表现，能达到

代替人做实验的目的。

太空如厕并没有那么难

记者：天宫一号将在轨运行两年，如何

让航天员在失重的情况下身心愉悦地工

作？

余隋怀： 我们主要研究载人航天器上

的人机交互操作面板、 照明仿真设计及一

部分操控部件。如，操作面板的计算机输入

键盘多大是最好的， 舱内灯光布局在什么

位置最合理等。

记者： 天宫一号舱内设计了“天”与

“地”？

余隋怀：在失重的情况下，其实无所谓

天地之分，但从航天员的心理角度分析，人

为营造天与地能解决心理感受。 航天员踩

在灰色的地板上，头顶是浅色的舱体，会有

安全感和舒适感。

记者：会给航天员设计舒适的床吗？

余隋怀：在太空中，任何状态都像在睡

觉，天宫一号上没有床，只有睡袋，而且是

靠墙立着的，航天员是站着睡觉的。这个睡

袋长度大约在航天员脖子附近， 航天员进

入休息区后，把软质门拉上，再把自己固定

在睡袋中，然后再把手臂也固定好，就能美

美地睡上一大觉。

空间实验室系统

从温饱到小康

实验舱：

全密封环境，对接完成后航天员进舱进行工

作、训练，一些必要的生活活动、睡眠等也在这里

进行。 实验舱密封的航天员活动空间有 1 5 立方

米，可满足 3 名航天员在舱内工作和生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