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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载人在轨

飞行 10天以上

这次航天员在轨飞行 10

天以上， 是我国历次载人飞行

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标志着我

国载人航天由短期飞行向中长

期飞行过渡。

〔解读〕对于太空科学和应

用研究来说， 尽可能长时间地

驻留太空是一个基本要求。 自

从有了空间站， 人类航天飞行

纪录不断被刷新， 最终停留在

俄罗斯宇航员波利亚科夫

1995 年创造的 437 天 17 小时

58分 17秒。

这次飞行将涉及有关人在

长期太空飞行的一系列重要问

题， 将验证组合体的大气、温

度、 湿度等环境控制技术是否

满足载人要求， 生活和锻炼设

备等是否具备支持人较长时间

在轨生活工作的能力。 陈善广

透露， 这次飞行还将检验抗骨

丢失、肌肉萎缩的成果，部分成

果或可造福长期卧床的病人，

有很高民用价值。

10 多天的飞行，生活保障

是个难题。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精心设计了适合中长期

飞行的食品，包括 5 大类 50 多

个品种，从营养味道到花样，都

下了一番工夫。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电

四个第一

书写太空传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

表示，神舟九号任务存在四个“第一次”，

也是四大特点： 第一次实施手控交会对

接，女航天员第一次太空飞行，航天员第

一次访问在轨飞行器，第一次进行 1 0 多

天的载人在轨飞行。

这次任务是第一次实施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首次

考核飞船手动控制系统。 这既对航天员操作的精准性和

灵敏性提出很高要求，同时也对飞船控制系统的适应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

〔解读〕2011年，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实现了中国载

人航天史上的首次自动交会对接。 既然自动方式可以顺

利完成飞行器的太空对接， 为什么还要进行手控对接？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

展来看，交会对接应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两者互

为备份，缺一不可。

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

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就需要实施手控对接。“在

处置意外状况的时候，人脑比电脑更可靠。 ”载人飞船系

统总指挥何宇说，只有手控对接功能获得突破，验证了

人工控制技术，才是实现了完整的交会对接。

手控交会对接要求一次成功。“一旦发生碰撞造成

对接机构受损，就意味着天宫一号无法再次进行对接。 ”

何宇说，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需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

接触，而地面又无法进行 1：1 的模拟验证，因此是对航

天员操作水平的一次考验。

首次安排女航天员执行任务，将填补我国在女航天

员选拔训练、医学监督和保障以及女航天员乘员设备等

方面的空白。

〔解读〕女航天员参加飞行，中国载人航天迈开新步

伐。 在世界航天史上，女性航天员早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迄今，全球已有 50 多位女航天员造访太空，其中 3 位来

自亚洲。 女航天员参加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可以带动女

航天员相关飞行产品的研制和女航天员地面训练等方

面的技术发展， 进一步扩大载人航天工程的社会影响，

展示中国女性的良好形象。 女性细致等特点，能够在航

天飞行中发挥独特作用。

飞行器内设有供女航天员换装、卫生处理专用的私

密空间，提供低脂类、甜点等适合女航天员的食品，并针

对其生理特点设计舱内航天服。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形成组合体后，航天员将

通过对接通道，进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实验舱工作

和生活，首次考核天宫一号支持保障航天员工作生活的

能力。

〔解读〕航天飞行的意义在于探索太空，但飞船在轨

运行时间不可能太长。 因此，目标飞行器以及未来的空

间实验室、空间站才是人类长期生活工作的平台。

上世纪 70 年代， 美国阿波罗飞船曾与天空实验室

对接，在 171 天的载人飞行中，3 批航天员进行了 270 多

项试验，获取了大量宝贵资料。 我国的空间站建成后，将

更有能力提供一个从事太空探索和研究的、具备相当规

模的平台，以开展多学科的科学研究。

由于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的轨道舱压力不同，为保

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在其对接前需调整好压力，保证

两舱压力相同。 航天员在打开通往天宫一号的舱门前，

需要打开舱门上压力平衡系统阀门，平衡两舱压力差。

三大突破迎接飞行任务

中国航天员中心承担着载人航天工程中航天员选拔训练、航天员医监医保、飞船环境控

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研制等任务，被誉为“中国航天员成长的摇篮”。 神舟九号任务进行在即，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陈善广对这次载人航天飞行进行了解读。

第一次实施手动交会对接

女航天员第一次参加飞行

航天员第一次进入天宫一号驻留

三大难点考验神九任务

对航天员来说， 神九任务

主要面临三大难点：

一是航天员要进行手控交

会对接，难度很大。神舟八号与

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是自动

的，考验工程自动对接的功能。

但对整个交会对接任务而言，

应涵盖自动与人工两个方面，

只实现自动交会对接， 是不完

整的；

二是在轨飞行时间较长，

对航天员身体、心理、操作技能

要求更高；

三是中国女航天员首次飞

天， 这带来了一系列产品以及

相关保障的改变；

此外，空间实验内容新、操

作多、操作难度很高，也是本次

任务带来的一大挑战。

这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系统取得了诸多

创新和突破。

首先是突破了手控交会对接技术。 前期，开展了大

量地面试验及验证，并根据验证结果为工程研制适合航

天员的交会对接工程系统提出了要求。 航天员中心研制

了手控交会对接模拟设备， 还专门研制单项训练模拟

器，并对现有的全任务训练模拟器进行改进。

另一突破，是建立面向中长期飞行的航天员的健康

维护和保障系统。 增加心肺功能检查等生理监测指标，

判定航天员在轨的生理状态， 还设定了 20 多种医学预

案，保障航天员飞行期间身体状态。

与此同时，建立初具规模的航天医学空间实验体系

以及相关技术平台，也是航天员系统的一大突破。

三大突破迎接神九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