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神舟七号

飞船上的

“黑匣子”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 孙彦新 徐

壮志）

在神舟七号飞船上
有一个应急数据记录器

，

飞船系统数据管理分系
统设计师告诉记者

，

这就
是飞船上的

“

黑匣子
”。

飞机发生意外时
，

飞行数据会被黑匣子记
录

，

用于分析事故原因
。

神七上的
“

黑匣子
”

也有
这样的功能

。

不过
，“

黑
匣子

”

并不是黑色的
。

设
计人员介绍说

，

为了便
于发现

，“

黑匣子
”

是橘
红色的

。

飞船飞行过程
中

，“

黑匣子
”

放在航天
员座椅的下方

。

用于记
录飞船飞行的重要数
据

，

例如
：

舱内气压
、

温
度

、

湿度
，

飞船姿态
，

各
种设备工作状态

，

航天
员在仪表上的操作等

。

“

黑匣子
”

采用了特
殊的装甲防护

。

地面试
验时

，

将
“

黑匣子
”

放在
炮膛里像炮弹一样打出
去

，

在铁板上经受相当
于

１５０００

倍重力的力量
冲击

，“

黑匣子
”

中的数
据依然可以正常读出

。

而在海水中浸泡一
个月

，

在超过
１０００

摄氏
度的高温中烧半个小时
等极端测试

，“

黑匣子
”

也一一通过
。

“

黑匣子
”

内部有
３

个互相独立的存储区
，

分
别用特种钢保护起来

。

飞
船工作期间

，

只能往
“

黑
匣子

”

里写入数据而不能
读取

，

待飞船返回地面
后

，

工作人员会使用专门
的设备读取

，

并提供相关
技术部门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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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详解神七飞行控制三大难题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田兆运）

“

与神五
、

神六任务
相比

，

神七飞行控制存在三大难题
。”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朱民才日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包括北京
飞控中心在内的整个测控系统已经做好
充分准备

，

全力应对
。

一是航天员出舱活动
，

对整个测控

系统的可靠性
、

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
。

涉及到出舱活动的一些关键软硬件设备
必须进行备份

；

出舱活动过程复杂
、

环
节众多

，

北京飞控中心必须在短时间内
对各环节进行多方确认

，

才能把活动进
程一步步向前推

。

二是伴飞卫星的飞行控制是对我国
测控系统的全新挑战

。

这次飞船释放的

伴飞小卫星
，

必须围绕飞船轨道舱进行
伴飞飞行

，

并确保不和飞船发生碰撞
，

控制难度和要求很高
。

三是天基测控网首次投入使用
，

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攻关的技术难题
。

我国的第一颗中继卫星
“

天链一号
”

２００８

年刚刚发射升空
，

尚处于测试试
验之中就将承担天基测控任务

。

这次

试验
，

将把我国的航天测控网从陆地
的测控站和海上远洋测量船搬到赤道
上空

。

“

这三大难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就是要在一次任务中同时完成对多个目
标的控制

，

这将是我国航天测控领域的
又一创举

。”

朱民才说
。

神七航天员

乘组分工揭秘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白瑞雪

孙彦新）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

，

介绍了神舟七
号航天员乘组的任务和
分工情况

。

这位负责人说
，

神
七乘组第一次设置了指
令长岗位

。

担任这个岗
位的是

０１

号航天员
，

他
同时也是出舱航天员

。

０２

号和
０３

号分别为轨
道舱航天员和返回舱值
守航天员

。

在船箭上升段
，

三
名航天员都在飞船返回
舱里进行相关操作

。

０１

号正对飞船仪表板
，

０２

号和
０３

号航天员的座
椅以

３０

度角分别位于
０１

号的左侧和右侧
。

在仰卧状态下
，

０２

号
与

０３

号航天员的头部
紧挨着飞船的左右舷
窗

。

飞行进入出舱活动
段后

，

０１

号和
０２

号航
天员进入轨道舱

，

０３

号
航天员则留在返回舱

，

负责飞船监测和地面联
络

。

０１

号航天员将穿上
中国研制的

“

飞天
”

舱
外服

，

出舱回收试验样
品并进行舱外行走

。

０２

号航天员穿上俄罗斯产
“

海鹰
”

舱外服
，

在轨
道舱内为

０１

号提供支
持

。

作为中国第三次执
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
乘组

，

神七航天员肩负
三大任务

。

第一大任务是实施
中国首次出舱活动

。

出
舱活动包括两个部分

：

出舱取回放置在轨道舱
壁上的实验材料和出舱
行走

。

这期间
，

航天员
不仅要正确操作飞船气
闸舱和舱外航天服

，

还
要经受空间运动病高发
期的考验

。

第二大任务是完成
包括回收固体润滑材料

、

释放伴飞卫星等在内的
科学实验

。

这是继神六
之后第二次有人参与的
空间科学实验

。

第三大任务是满负
荷

、

全方位考核载人航
天工程总体及各大系统

。

张建启说
，

三名航天员
上天

，

不仅是数量的增
加

，

更是质的飞跃
，

因
为神舟飞船本身就是按
照最多三名乘员的方案
来进行设计的

。

环境控
制

、

生命保障等各系统
能否经受住满负荷的考
核

，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风险

。

广泛吸纳各界意见使神舟飞船日益成熟完善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孙彦新 徐壮志）

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
柏楠日前向新华社记者透露

，

神舟七号
飞船因航天员和各界专家意见而专门进
行了多项改进

。

张柏楠介绍
，

神舟飞船一直采取开
放式的设计理念

，

广泛吸纳各界意见持
续改进

，

这也是飞船日益成熟的重要原

因之一
。

杨利伟和费俊龙
、

聂海胜返回地面
后

，

都对飞船提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意
见

，

飞船都一一进行了改进
。

神六返回
后

，

航天员提出
，

返回舱舷窗边的一个
气瓶影响观察视线

，

神舟七号于是更改
了气瓶的位置

。

为提高飞船乘坐的舒适性
，

飞船

系统主动邀请航天员体验和提意见
，

神七舱内的很多布置都是按航天员要
求更改的

。

其中改动最多的
，

是扶手
和脚限制器的位置

，

２０

多个扶手和
多个脚限制器让航天员一个个试

，

每
一个都综合多名航天员要求重新安
放

。

张柏楠介绍
，

飞船的不同设备涉及

领域不同
，

涉及到哪个领域
，

就会请来
哪个领域的权威专家

。

讨论降落伞时
，

从空气动力部门
、

航空学院和研究所请
来降落伞专家

；

讨论气闸舱泄压时
，

便
请来研究真空问题的专家

。

张柏楠说
，

各界意见使神舟飞船
日益成熟完善

，

可靠性安全性不断提
高

。

应对出舱：

神七轨道舱发生“五大变化”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孙彦新）

飞船系统结构与机
构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祁玉峰

２６

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神七飞
船轨道舱应对航天员出舱发生

“

五大
变化

”。

———

为了腾出存放舱外航天服的

空间
，

轨道舱内的布局结构进行了较
大改变

。

取消了轨道舱内的两层仪器
板

，

增加了两副航天服的支架
。

航天服
取下后

，

支架可以进行折叠
，

以节省航
天员的活动空间

。

———

由于航天服重达
１００

多公
斤

，

在上升段可对舱体结构产生较大

的拉力
，

科技人员根据传力路径对舱
体与支架的连接部位

，

通过增加支撑
桁条

，

对舱体的强度进行了强化
。

———

考虑到航天员出舱后航天服
可能膨胀

“

变胖
”，

科技人员对返回舱
原有的舱门进行了加大

，

直径由
７５０

毫米增加到
８５０

毫米
。

球状门体的增

大
，

导致返回舱受力机构的一系列变
化

，

科技人员因此对原有数据和机构
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和优化

。

舱门采取
内开设置

，

最大角度可达到
１００

度
，

尽
可能方便航天员进出

。

———

航天员出舱活动时
，

需要着
舱外航天服开关门

。

由于航天服机动

关节的原因
，

操作比较费劲
，

科技人员
为此增加了固体润滑膜

，

尽量减轻阻
力

，

方便开合
。

———

由于轨道舱不再承担留轨开
展空间实验的任务

，

科技人员取消了
它的两只

“

大耳朵
”———

太阳能翼板
。

航天员进行

舱外航天服

组装与测试

9 月 26 日，航

天员刘伯明在神舟

七号飞船轨道舱内

进行舱外航天服组

装与测试。

9 月 26 日 10

时 20 分，航天员翟

志刚和刘伯明开始

在神舟七号飞船轨

道舱进行轨道舱状

态检查和舱外航天

服的组装与测试等

工作。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专家：试验材料不会对航天员造成威胁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孙彦新 徐壮志）

飞
船发射时固体润滑材料试验样
品台会不会意外脱落

？

试验材
料会不会对航天员安全造成威
胁

？

空间应用系统常务副总设
计师赵光恒告诉记者

，

科研人
员采取

５

大措施确保样品台安
全可靠

。

设计制造样品台
，

在地面
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

但在太
空特别是载人航天活动中

，

每
一个环节都充满风险

。

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和兰州

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
技术攻关

，

进行了数百次地面
模拟试验

，

创新性地设计并研
制了同时具备锁紧及解锁功能
的装置

，

顺利通过了可靠性验
证试验各项考核

。

首先
，

科学家对试验样品
及其空间试验过程中可能形成
的反应产物逐一进行了研究分
析

，

确保不产生威胁航天员健
康的任何物质

。

在样品台的把
手材料选取上

，

采用非金属材
料

，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试验
验证

，

掌握了舱外环境下非金

属材料的挥发性
、

表面侵蚀
、

力
学性能

，

最终选定空间性能稳
定

、

无有害挥发物的尼龙材料
。

其次
，

航天员在空间须用
一只手固定身体

，

另一只手单
手操作完成装置解锁

，

并且带
着厚厚的充压手套

。

因此操作
方式避免了复杂的手部动作

，

同时有效防止装置脱手
。

经过
精心设计和试验验证

，

最终确
定了由

“

转
”“

拉
”“

压
”“

提
”

四个
动作组成的解锁操作

。

试验装
置在空间只需进行一次解锁操
作

，

但为了确保这一次的成功
，

设计人员在地面进行了数百次
的解锁试验

。

第三
，

操作力须限定在一
个区间力

，

过大则航天员无法
操作

，

过小则航天员没有手感
，

通过精确控制摩擦面的弹性变
形量

，

最终将解锁操作力严格
控制在所要求的范围内

。

第四
，

装置外表没有棱边
、

无锐角
，

无过高的凸起物
，

避免
了划伤舱外服或者拉挂舱外服
表面线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