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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游戏也是科学实验

13 天的太空生活未免枯燥，中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此设计了

一系列娱乐项目。“航天员可以与家

人、朋友进行天地间的沟通与对话，

他们在太空也需要来自地面的支

持。”陈善广说，电话、电脑带上了太

空， 航天员可以在舱内欣赏自己喜

欢的电影、电视剧等文艺节目，同时

相机也被送上了太空， 航天员将亲

手记录太空中的场面。

此外， 天宫中的每个卧室也都

装有电话，便于航天员们互相联系。

通过仪表显示区， 航天员可以实现

与地面之间的天地双向可视通话，

首次实现跟地面的视频联系。

为了让航天员的太空生活更有

趣味， 天宫上还特意设置了一些小

“惊喜”。“我们把一些小东西藏在

‘天宫’里，让航天员自己动手去寻

找， 希望能给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创

造更多快乐。 ”盖宇清说。

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游戏项目，

有些并不只是简单的娱乐， 还与科

学实验相关。“航天员很多时候是边

玩边做科学实验， 检验在失重环境

下人的操作反应、 认知决策的变

化。 ”陈善广说，这样的游戏不仅能

获得科学实验数据， 也使太空生活

不再枯燥乏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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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率最高、最为大众熟知的航天员标志性服饰，当属

蓝白相间的航天服。 航天服按功能分为舱内航天服和舱外

航天服。

“舱内航天服主要在飞船上升段、返回段及交会对接阶

段穿着，一旦飞船座舱发生泄漏，压力突然降低，服装内就

会立即充压供气，并能提供一定的温度保障和通信功能。 ”

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谭秋介绍说， 由于神舟九号航天

员没有担负出舱任务，这次并没有安排舱外航天服。

“以前根据第一批航天员的体型定做了两批型号，可以

覆盖这一批的所有男航天员， 但是这两个型号都不适合女

航天员穿着。这次花了很大力气进行了针对性改进，专门为

女航天员设计了一个新的型号。 ”李谭秋说，对于航天服而

言，能够保证穿上时能够自如活动非常重要，改进后的航天

服十分适体，穿上后手指部位能够灵活活动，可以对仪表、

拉杆进行自如操作。

李谭秋介绍说，这次飞行任务除了舱内航天服外，还为

航天员准备了多种常服，包括内衣、工作服、对抗微重力的

“企鹅服”、空间运动服等等，其中大多数将随飞船一同上天。

睡

按北京时间进行作息

太空 13天，“住”也是重头戏。 与神舟飞

船六七立方米的狭小空间相比， 天宫一号上

航天员 15立方米的活动空间宽敞了很多。载

人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说， 活动空间有两个

睡眠区、一个仪表显示区、一个空间科学实验

区、一个在轨锻炼区。设计和布局上注重私密

性的考虑， 航天员可以拉上两个睡眠区之间

的帘子，调节灯光，从而在每 24 个小时就要

经历 16个昼夜的太空中营造出“夜”的感觉。

航天员的睡袋固定在舱壁上， 因此航天

员看起来是站着入睡的。头部有防护，同时配

有防止舱内噪声和光线的耳罩、眼罩。

航天员系统总体室主任刘伟波介绍说，

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将按照天地同步原则安

排， 进入组合体运行阶段后按北京时间休息

和工作。

“这种框架和安排是合理的，但也存在需

要调整和优化的地方。 ”刘伟波说，因此专门

为航天员提供了地面支持， 协助航天员对太

空生活进行调整和管理。

“整体上会排一个每日的工作计划表，但

具体怎么完成，由乘组来协调决定。 ”刘伟波

介绍说，此前的载人航天任务，对任务时间的

要求精确到分钟，是完全程序化的。而这一次

更为人性化，“航天员将按照自身工作节奏和

逻辑安排飞行任务”。

穿

为女航天员定制新型号航天服

吃

50多个种类保证航天员吃得香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陈善广说，在天上

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直接影响到航

天员的心情和健康。“连续吃十几天的航

天食品，很容易产生厌倦感，吃不好、睡不

着，就没办法工作。 ”

陈善广说， 为保障这次飞行任务，中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精心设计了 5 大

类 50 多种食品，在品种、花样、味道上都

做了多种尝试，还请航天员在地面进行品

尝、提出意见，“食谱 4 天轮换一次，可以

保证航天员在天上吃到热腾腾、香喷喷的

饭菜。 ”

航天员的味觉在太空也会有变化，容

易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因此也为航天员

特意准备了辣酱等调味品，有助“开胃”。

针对女航天员的特点，航天员中心还

特别开发了低脂食品， 增加了蔬菜的比

重，并根据女航天员的口味和生理状况准

备了甜点、巧克力和一些补血食品。

航天食品储存在专用的食品储藏柜

中，用餐前取出加热。由于微重力作用，食

品将用尼龙搭扣等设备固定在餐盘中，航

天员将餐盘固定在合适位置后进行就餐。

动

穿“企鹅服”对抗太空微重力

与以往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相比，这

次航天员的空间驻留时间由几天增加到

十几天， 空间微重力成为太空生活的头

号“强敌”。“人在失重状态下长期生活，

没有力的作用，人的肌肉会萎缩。 ”航天

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谭秋说， 这一次将

为航天员设计一些专门对抗空间微重力

的小设备。

纯白色的“企鹅服” 是其中之一。

“‘企鹅服’中有很多弹性的带子，有点像

地上的拉力器，航天员穿上后，通过力的

作用，实现肌肉的锻炼。 ”李谭秋说，这种

失重防护对抗设备可以套在航天员的日

常服装外面，每天训练一到两个小时。

航天员回到地面后，耐力会下降，平

常很简单的站立会变得困难， 在这一点

上女航天员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外载

人航天经验证明， 在太空的强化锻炼是

有效措施， 可以减少回到地球后的恢复

时间。 ”李谭秋说。

而作用在大腿部的浅咖啡色套袋则

是通过加压的形式， 防止在微重力条件

下体液回流到腿部， 导致大脑血液过少

而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在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首次载人交

会对接任务中，景海鹏、刘旺、刘洋 3 位

航天员除了要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外，还将承担 15 项航天医学相关空间实

验。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副总设计

师李莹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航天

员承担的空间实验中最主要的有 5项。

———航天飞行对前庭眼动、 心血管

及脑高级功能影响研究。 神舟九号任务

飞行前、中、后同步检测动脉脉搏波、静

脉脉搏、脑电和眼动。 这是我国在微重力

环境下首次进行的系统（人体）生理学研

究实验。 这项实验将促进对失重生理效

应机理的系统认识， 其研究结果将为后

续载人航天任务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措施

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失重生理效应防护的细胞学机

制研究。 成骨细胞功能下降是空间骨丢

失的重要原因， 而成骨细胞功能受到包

括细胞因子在内的各种因素调控。 实验

的目的在于探讨失重条件下整合素与细

胞因子对成骨细胞的调节作用。 这次研

究将解决细胞培养回路中多种试剂时序

加注难题， 聚焦成骨细胞对成骨因子的

响应性变化， 为针对关键细胞信号分子

开发相关的靶标药物以及制定预防措施

奠定基础。

———空间骨丢失防护技术研究。 在

神九任务目标飞行器组合体飞行阶段，

航天员将采用对人体无损、 高效、 耗能

低，重量轻，体积小、使用方便的力刺激

仪进行力刺激防护， 增加骨间隙液流增

强骨细胞活性， 从而达到对抗空间骨丢

失的效果。 李莹辉表示，在交会对接任务

中开展空间骨丢失防护技术研究， 不仅

可积累我国航天员中期空间飞行的骨代

谢数据， 而且可验证基于力刺激原理的

骨丢失对抗仪的空间适用性， 为中长期

空间飞行导致的骨丢失防护研究提供技

术支持。

———在轨有害气体采集与分析。 利

用我国自主研制的有害气体采集设备，

实时采集在轨飞行中舱内的微量挥发性

气体，返回地面进行分析，用于分析目标

飞行器舱内的空气质量， 可以对目标飞

行器内的微量有害气体进行评估， 了解

飞行器内污染水平。

———航天员在轨质量测量。 神九任

务中，3 名航天员将使用中国航天员科研

训练中心自主研制的质量测量仪对人体

质量进行测量， 其基本原理是基于牛顿

第二定律的线性加速度方法，结合光学、

力学、电子、工效、机械和材料学等先进

的技术应用， 精度可达到被测物体质量

的±1％。 质量测量仪的成功运用，填补

了我国在轨质量测量技术的空白。

李莹辉介绍， 除了上述 5 项实验之

外， 神九任务还将首次开展在轨微生物

检测、 失重条件下扑热息痛的药代动力

学研究、 航天员睡眠清醒生物周期节律

监测等 10项航天医学空间实验。

（据新华社）

神九与天宫一号“太空拥吻”

“红娘”是河南造的激光雷达

神州九号飞天，远赴苍穹与天宫一号约会，但你知道

吗，他们之间能否“暗送秋波，牵手成功”，靠的就是激光

雷达。而这项技术，是位于郑州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发明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位于郑州，

该所光电与雷达系统事业部总支书记何铮进自豪地说：

“神州九号要和天宫一号对接，靠的激光雷达技术，就是

我们研发的。 ”将这项技术运用到载人航天领域，这在国

内尚属首次。

为了让记者能够听明白， 该部总体室副主任董光焰

打了个比方，在天空中，天宫一号在前面飞，时速每秒 7.9

公里，神州九号在后面追。 要“追到手”，神九首先要“看

上”天宫，然后调整姿态，慢慢靠近它。 在追赶的过程中，

神九还要掌握天宫的相对位置、速度、视觉等数据，紧紧

跟随，绝不放手。

而要牵手成功，靠的就是激光雷达。

“有人说，飞行器太空对接就像是百米外穿针引线，

穿针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 而我们提供的就是这双眼

睛。 ”董光焰说。

（《河南商报》供稿）

神舟九号与天

宫一号交会对接任

务中， 航天员将在

轨停留 1 3 天，这是

中国载人航天飞行

由短期向中长期过

渡的重要里程碑。

1 3 天的太空生

活， 航天员的衣食

住行到底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