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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楊利偉
（左）表示，目前正在進行載人登月的
前期方案論證。 視頻截圖

三張同一天號外 見證一代代人拚搏
10月16日，神舟十三號發射

圓滿成功，人民日報微博發了一
條 「跨越時空的同一天」 引發網
友熱議。1964年10月16日，中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03年

10月16日，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
行圓滿成功；2021年10月16日，
神舟十三號發射圓滿成功；三張
同一天的號外，記錄着一代代中
國人的奮進前行。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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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傑進天宮 啟長期駐留時代
垂直穿針華爾茲 完美五吻組T字

▲ 「神十三」 航天員入駐天和核心艙查
看設施。 CGTN截圖

•空間站的構型要保證它的主
結構和質量盡量對稱和緊
湊，保證質心能夠居中，這
樣可以少消耗姿態控制所需
要的能量。天和核心艙一前
一後對接貨運飛船，是為了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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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在尺寸和質量大小基本相同的兩個
實驗艙端部的兩個太陽能電池翼，不
管空間站以何種姿勢飛行，都能被太
陽光照射，隨時能夠供電。

善用太陽發電

•T字形末端設有氣閘艙，氣閘
艙洩氣或出現異常時，也不
會影響空間站其他壓力艙。

防範艙室洩氣

空間站組成空間站組成TT字三大考慮字三大考慮

天舟貨運飛船天舟貨運飛船

天和核心艙天和核心艙

神十三神十三

天舟天舟
貨運飛船貨運飛船 9時58分，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

葉光富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他們面帶
微笑、自信滿滿，通過直播鏡頭向地面
上的人們問好。後續，神舟十三號三人
組將按計劃開展長達半年的太空生活。

「神舟十三號已進入我們的太空家
園──天和核心艙」 ，神舟十三號乘組
指令長翟志剛率先從空間站中報平安。
「後續，我們一定團結協作、精心操
作，圓滿完成各項任務，努力探索浩瀚
宇宙」 ， 「亞平老師」 隨後說。她是進
入中國空間站的首位女性，也將成為首
位在太空出艙的中國女航天員。空間站
中的微重力環境讓她的辮子 「飛」 了起
來，又漂亮又有趣。 「感謝大家對神舟
十三號乘組的支持和關愛，我們一定不
負厚望，請黨和人民放心！」 首次執行
飛行任務也是最年輕的 「80後」 航天員
葉光富也精神抖擻地向地面報告。

首要任務：「搬家」和整理
依照此前的慣例，神舟十三號航天

員進駐空間站後的首要任務，是 「搬
家」 和整理，在此期間他們將享受 「拆
包裹」 的樂趣，整理好天舟三號貨運飛
船運送的物資。此後，他們將開展機械
臂輔助艙段轉位、手控遙操作等空間站
組裝建造關鍵技術試驗；進行2-3次出艙
活動，安裝大小機械臂雙臂組合轉接件
及懸掛裝置，為後續空間站建造任務作
準備，並進行航天醫學、微重力物理領
域等科學技術試驗與應用，開展多樣化
航天科普教育等活動。神舟十三號航天
員進駐核心艙後，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
度進行工作生活，約6個月後，也就是

2022年4月，他們搭乘飛船返回東風着陸
場。

全國空間探測技術首席科學傳播專
家龐之浩表示，這次航天員在軌時間長
了一倍，可以完成更多科研任務和需要
航天員長期在軌駐留的任務。以核心艙
上的無容器（材料）科學實驗櫃為何可
以讓熔體懸浮，進行無容器實驗規避這
個問題，利用激光升高溫度，能達到
3000多度，可以開展新型實驗提純，冶
煉出非常純淨的材料再進行材料研究，
這些可能對地面有直接用途。

「國際空間站有可能在2024年退
役，中國空間站算是後起之秀，採用了
很多新技術，雙方各自發揮特長，成果
共享，能夠少花錢多辦事。」 龐之浩認
為， 「國外航天員還可能帶來新的實驗
和先進儀器，使中國空間站快出成果、
多出成果，提高空間站效率。我們的科
學家跟他們一起工作也可以受到啟示，
使空間站發揮更好的效益。」

「我想在兩個實驗艙 『問天』 『夢
天』 對接到核心艙以後，就可以加入外
國宇航員了。」 龐之浩表示。

隨着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在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中國空
間站迎來了第二個飛行乘組和首位
女航天員。多家國際媒體報道認
為，這是中國建設航天強國的最新
里程碑。

當地時間15日晚，歐洲航天局
在社交平台推特上第一時間轉發了
中國媒體有關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
發射升空的視頻報道，並發文向神
舟十三號發射團隊表示祝賀。

據中國國際電視台官方微博消

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前女宇航員凱蒂．科爾曼祝福中國
女航天員王亞平。凱蒂．科爾曼曾
執行過兩次航天飛機任務，並在國
際太空站生活了6個月。

科爾曼說，太空同樣也屬於女
性。隨着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名
單公布，她隔空對即將飛向太空的
中國女航天員致以祝福： 「當你看
向窗外的星星，看見我們的地球，
別忘了，數十億女性也借着你的目
光看向窗外。」 中新社

數十億女性借着你目光看窗外

1616日日，，中國空間站再迎三人組中國空間站再迎三人組。。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1616日經過約日經過約66..55
小時小時，，於當日於當日66時時5656分分，，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 「「垂直穿針垂直穿針」」，，成功成功
對接於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對接於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完美首秀完美首秀 「「太空華爾茲太空華爾茲」」，，與此前已對接與此前已對接
的天舟二號的天舟二號、、天舟三號貨運飛船一起構成四艙天舟三號貨運飛船一起構成四艙（（船船））組合體組合體，，始於今年始於今年55
月月2929日的日的 「「太空之吻太空之吻」」五連捷五連捷，，44個航天器形成個航天器形成 「「TT字字」」組合體組合體。。99時時5858
分分，， 「「神十三神十三」」航天員翟志剛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王亞平、、葉光富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葉光富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
後續他們將完成更多科研任務後續他們將完成更多科研任務，，中國空間站開啟有人長期駐留時代中國空間站開啟有人長期駐留時代。。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酒泉報道劉凝哲酒泉報道

楊利偉：正論證載人登月前期方案
16日上午9時58分，航天員翟志剛、

王亞平、葉光富先後進入天和核心艙，中
國空間站迎來第二個飛行乘組和首位女航
天員。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楊利偉接受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記者採訪時表示，接下來航天
員乘組將首先進行生活和通訊設置，例如
飲水區和衞生區等一些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的設置。此外還將完成核心艙的數據對接
和物品整理。楊利偉說，明年整個空間站
建成後將進入不少於十年的運營期。他同

時表示，目前正在進行載人登月的前期方
案論證，未來我們將立足近地空間，去探
索更深遠的太空。

智能導航 解對接三難題
對於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在太空實施

首次徑向交會對接，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
紹，徑向交會對接有三大難點，首先是持
續控制姿態和軌道 「難」 。徑向交會需要
持續對飛船的姿態和軌道進行控制，推進
劑消耗大，故障處置難。第二是姿態和相
對位置確定 「難」 。神舟載人飛船配有敏
感器，通過觀察星星等確定飛行姿態等。
第三是航天員手控交會模式 「難」 。徑向
交會對接過程中基本失去地球這個參照基
準，測控條件變差，給手控交會模式下航
天員操作增加難度。此次徑向交會對接整
個過程都是在制導導航與控制（GNC）系
統指揮下，飛船智能自主完成的。此次首
秀圓滿成功，將為後續空間站建造和運營
打下堅實基礎。

央視新聞、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出艙作業 女航天員別具優勢
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16日在

酒泉成功發射，王亞平成為首位
進駐中國空間站的女航天員。全
國空間探測技術首席科學傳播專
家龐之浩表示，為迎接女航天員
的到來，中國空間站已根據女性
生理特點和生活需要，做了特殊
準備。

龐之浩指出，飛船座椅、艙
內航天服是根據女航天員身材特
製的，女航天員大小便收集系統
的高度距離也進行調整，另外還

給她配置了巧克力、甜點和補血
用品等。天舟三號根據這次任務
需求，為女航天員送去了衞生用
品、少量無毒化妝品，女航天員
化妝以後可能心理狀態會更好。

此次任務是王亞平的第二次
太空之旅。龐之浩稱，載人航天
任務艱巨，技能複雜，環境特
殊，有一定風險，對航天員的身
體條件和心理素質都提出很高要
求，女航天員也不例外。 「男女
航天員的選拔與訓練標準基本一

樣，沒有針對女航天員的特殊選
拔和訓練標準。」

「我想這次女航天員會進行
艙外作業，從而誕生中國太空行
走第一女（航天員）。」 龐之浩
說，這不光是一個榮譽，我們要
探索女航天員艙外行走的規律、
特點、優勢等。女航天員整體來
講身材比較矮小，但是這也有優
勢，因為在艙外活動時身體小，
更容易控制，可以完成更細膩的
工作。 中新社

建造中國空間站
5次太空之吻

第一次

今年5月29日，天舟
二號貨運飛船成功發射，
6.5個小時後成功對接於
後向對接口，完成中國空
間站首次對接任務。

第二次

6月17日，神舟十二
號作為中國空間站的首艘
載人飛船，與天和核心艙
前向對接口成功對接。

第三次

9月18日，天舟二號
「快遞小哥」通過180度
繞飛，順利從後向對接口
轉移至前向對接口，並再
一次實現精準對接。

第四次

9月20日，天舟三號
貨運飛船成功對接於天和
核心艙後向對接口。

第五次

10月16日，神舟十三神舟十三
號載人飛船成功對接於天號載人飛船成功對接於天
和核心艙徑向對接口和核心艙徑向對接口，，這這
是中國交會對接領域的首是中國交會對接領域的首
次徑向交會對接次徑向交會對接。。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