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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几批航天员选拔

1998年1月5日，来自祖国各地
的14名优秀飞行员，齐聚北京航天
城。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他们庄严
宣誓：“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
为航天员是我至上的光荣……”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首批14名航天员均为男性，分
别为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
刚、刘伯明、景海鹏、刘旺、张晓光、陈
全、潘占春、邓清明、赵传东、吴杰和
李庆龙，其中前8位进入过太空。

这些人基本都是从中国空军最
拔尖的特级、一级飞行员和试飞员中
选拔，资历很深，成为航天员之前便
已居校级军职。

2010年5月，又有7名飞行员光
荣地加入这支队伍，成为我国第二批
航天员。分别是陈冬、刘洋（女）、王
亚平（女）、蔡旭哲、叶光富、汤鸿波和
张陆，其中前3位进入过太空。

这些人都是飞行员，但相比第一
批航天员讲究资历，他们则以年龄取
胜，入选时年纪普遍在30岁左右，要
比第一批小了近10岁。

2018年5月，第三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启动，要求则更加放宽，甚
至不要求飞行员身份，杨利伟说：“不
仅要从空军的飞行员中选拔出航天
驾驶员，还要从航空航天相关技术的
专业领域中选出工程技术人员担当
航天飞行工程师。”

这意味着工程师型航天员将会
成为第三批的选拔目标之一。经过
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于2020
年选拔出符合条件的18名预备航天
员（含1名女性），他们经过系统训练
后将参加空间站运营阶段各次飞行
任务。

这与我们在各种太空题材电影
中看到的航天员组成越来越相近：要
有飞船驾驶员、工程师、科学家、医生
等多种职业。

可以想象，在第四批乃至更多批
次的航天员选拔中，普通科学家、教
师、医疗工作者等都将进入遴选
范围。

毕竟我国载人航天起步较晚，那
么外国又是怎么一个航天员选拔过
程呢？

苏联和俄罗斯宇航员选拔

苏联早期的宇航员都是来自空
军的年轻飞行员，其中也选拔出了人
类历史上最年轻的宇航员戈尔曼·季
托夫，他是第二个进入太空的苏联宇
航员（仅次于尤里·加加林），1961年
8月进入太空时还不到26周岁。而
加加林进入太空时也就27岁，当时苏
联整个一个批次的宇航员基本都是

26至28岁的年龄段（出生在1935年
左右）。

冷战初期，苏联在航天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第一枚火箭、第一颗卫
星、第一个月球探测器、第一个金星
探测器等都由苏联完成。由于前无
古人，人类对太空是绝对的无知。

但苏联的政治压力给航天各种
创造第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年轻宇
航员上天基本就是靠年轻身体健康
为最大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极大的
冒险。

在随后的宇航员选拔过程中，苏
联也逐渐放低了对身体素质的要求，
不再严格限定必须顶级飞行员，但在
冷战期间坚持必须是现役军人的要
求，这和我国目前的第一批和第二批
航天员的要求是一样的。

直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招
募非军籍的宇航员，例如航天工程师
和生物学家等。

苏联和俄罗斯共计培养了117
名宇航员，如果计算在轨天数的话，
苏联和俄罗斯宇航员在这个榜单上
基本上是统治地位，占据了前10名
里的8席。

美国宇航员选拔

对比苏联首批宇航员而言，美国
首批7个宇航员则出生于1921至
1927年，执行首次任务的年龄普遍
在40岁左右，普遍比苏联宇航员大
上一轮。

年龄大的优势在于各方面经验
都非常丰富，掌握的知识和能力也十
分充足。但他们也有问题，确实年龄
偏大，毕竟上天还是很折腾身体的，
后来慢慢地，平均年龄就降了下来。

目前美国选拔职业宇航员(非短
期上去的专家)的标准大概是：

1.至少1000个小时的喷气机飞
行经验，最好有基本航天飞行测试

经验；
2.身体条件：关于视力、血压和

身高要求。
3.而对于航天工程师和技术专

家位置，这个要求就更低，基本只要
求身体健康和有专业技能（例如生
物、医学、天文专家等）即可。

目前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
已经培养了337名宇航员，其中还有
普通的中学教师、业余科技爱好
者等。

“业余宇航员”选拔

国际空间站曾经在2001年到
2009年期间推出了“旅游”和“体验”
类服务，有七位幸运儿在花费2000
万至4000万美元不等的费用后，在
国际空间站待过一段时间体验宇航
员的生活。

这些人的选拔基本上条件就很
宽松了，身体健康、有钱有闲即可。
但后来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关闭
了此项服务。

你做好准备了吗

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首批航天
员基本按照美国的思路进行：

2003年10月15日9时，我国第一
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
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
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杨
利伟时年38岁，首批8位航天员执行
首次飞行任务时的平均年龄为
42岁。

到了第二批，平均年龄就开始快
速下降到35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
个年龄还将会持续降低。

其中，老将景海鹏曾经进入太空
三次，第二次是因为神舟九号对接天
宫一号，必须要有“老司机带队”；同
理，第三次上去又是神舟十一号对接
天宫二号，再次充当“老老司机”。

这就是传说中的传帮带啊，师傅
带徒弟，每次老航天员再次执行任
务，就是为了带起新的一波航天员，
让他们成为主力，从而一代一代传承
下去。

杨利伟少将在出发前面对的
是中国载人航天的首次检验，充
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在凯旋后，
他也获得了“航天英雄”的光荣
称号，目前我国仅有完成首次载
人航天的杨利伟和出舱行走的
翟志刚获得此项殊荣。

说到这里，航天员的选拔条
件基本就介绍清楚了。

未来的中国航天员，你做好
准备了吗？

据新华社、“科普中国”客
户端

热爱航天的你

怎样才能跟着
神舟十二号上天

6月16日，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这是继2016年神舟十一号任务之后，中国航天员时隔
五年再赴太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自1998年成立后执行的第七次载人航天飞行
任务。

自豪之余，我们深感有必要为大家细数下我国的航天员选拔和国外的宇航员选拔过程。
或许，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为着这个目标努力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标识

吴杰（左一）和李庆龙（右二）是中
国最早的两位航天员，曾经在俄罗斯
加加林太空训练中心长期训练，也是
首批航天员的训练员。受训期间，吴
杰获得了联盟飞船指令长荣誉，这是
整个加加林太空训练中心唯一一次将
这个称号授予非俄罗斯人，而李庆龙
则是杨利伟的训练老师。

时隔五年
中国人将七巡苍穹

神舟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
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
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
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
飞船可一船多用，既可留轨观测又
可作为交会对接飞行器，满足天地
往返的需求。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步
于1992年，经过7年的努力，1999
年11月20日6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
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
新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发射
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2001年1月
和2002年3月神舟二号和神舟三号
又相继完成了无人试验；2002年12
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2名
模拟人又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
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艘载人

飞船神舟五号，使航天员杨利伟成
为中国太空第一人，并使中国成为
世界第三个独立发展载人航天器
的国家，开始寰宇探索的征程。

2005年10月12日
费俊龙和聂海胜两名航天员

踏雪出征，搭乘神舟六号进入太
空，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
多天。

2008年9月27日
翟志刚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密

切配合下，完成我国首次空间出舱
活动任务，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
扬。“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声音
至今仍在耳边回荡。

2012年6月16日
神舟九号发射，6月18日与天

宫一号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承载的
宇航员是景海鹏、刘旺，还有第一
位中国女航天员刘洋。

2013年6月11日
神舟十号发射，与天宫一号对

接，载人短期管理空间站，承载的
宇航员是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
完成首次太空授课。

2016年10月17日
长征二号F遥十一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
号对接，为了更好地掌握空间交会
对接技术，承载的宇航员是景海
鹏、陈冬。

至今，我国已陆续成功发射了
6艘“神舟”载人飞船，把11名航天
员、14人次送上了太空。

据《新民晚报》

■ 相关链接

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