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太空前
先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

对于一名合格的航天员
来讲，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
练是应对未知风险的第
一步。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研究员孙志斌介绍，
在空间站生存，需要克服失
重、超重、孤独、宇宙射线、火
箭发动机的噪声和空间碎片
撞击航天器等一系列艰难险
阻。因而，空间站生活和工
作对航天员的生理和心理素
质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在进入太空之
前，航天员要经过严格的选
拔和训练。”孙志斌说，“地面
上也会提前准备好上百种预
案以应对太空上的种种风
险，力求把空间站上可能出
现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航天员怎么选拔？一般
来说，航天员在选拔环节通
常要经过基本资格审查、临
床医学检查、生理机能选拔、
心理选拔、特殊环境因素耐
力和适应性选拔等。具体操
作阶段，又细分为预选、门诊
检查、住院检查、特殊环境因
素检查等。其中，特殊环境
因素耐力选拔要进行低气压
与缺氧耐力检查、最大体力
负荷检查、振动力检查等。

在载人航天初期，航天
员都是从空军中挑选优秀的
飞行员或试飞员。因为飞行
员具有高空作业能力和经
验，在紧急情况下有快速反
应和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

据透露，中国第一代航
天员全部选自空军战斗机飞
行员。他们都有近千小时的
飞行经历，具有高超的飞行
技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强健的身体、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反应能力。

经历过层层选拔淘汰
后，航天员将开始进入密集
的训练阶段。

这一阶段的培训主要是
为了帮助航天员掌握各种太
空生存技能，如适应太空环
境独特的吃喝拉撒睡技能，
以及如何锻炼身体、穿脱航
天服、维修飞行器、升高或降
低空间站运行轨道等。

航天员还要学习如何在
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期默默

工作，适应太空生活、工作的
规律和节奏。飞行任务训练
也必不可少，如出舱活动训
练、交会对接训练等。“航天
员还要学习基本的科学设备
操作技能。”孙志斌说。

遇到险情
及时与地面沟通

尽管已经接受了严格的
训练，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料之外
的危险。比如，空间站被太
空中的碎片碰撞、太空舱发
生火灾、燃料和食物耗尽、航
天员出现健康问题等。

在这种情况下，天地协
同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要
举措。

比如，建立针对航天员
的天地一体医疗诊治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长
期飞行疾病谱，建立在轨诊
治能力模型，配置医学监测
与诊疗设备及药品。飞行
前，实施医学隔离与放飞检
查；飞行中，采取定期与按需
相结合的医监模式，建立在
轨健康评价与维护技术，应
用药物与非药物相结合、特
色中医药等医学技术，保障
航天员健康。

“在地球上，人们可以每
年做一次体检。但是在空间
站，航天员的身体状况需要
被24小时监测，一旦有异常
变化，地面会及时提供干预
方法。”孙志斌说。

此外，天地协同的机制
也在规避太空碎片风险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地面工
作人员提前监测到碎片正在
飞向空间站，就会给航天员
发送指令。航天员在收到指
令后，会操作飞行器变轨，或
地面直接发送变轨指令，通
过升高或降低空间站的运行
轨道来躲避碎片撞击。”孙志
斌说。

孙志斌表示，空间站上
通常会准备充足的物资。“在
食物和燃料消耗殆尽之前，
地面会发射货运飞船给空间
站和航天员补充物资。”

“航天员在天上飞，地面
上也没有闲着，时时刻刻监
测着空间站和航天员的状
况。”孙志斌说。

当然，历史上也有比较

“惨”的航天员。1991年5
月，苏联航天员克里卡列夫
飞向太空。让克里卡列夫万
万没想到的是，就当他和另
一个同伴在太空兢兢业业工
作时，他的祖国苏联解体了。
各国乱成一团，竟然忘了太
空中还飘荡着苏联的航天
员。无家可归的2名航天员
被迫滞留太空。直到美国向
他们运送了一批基本物资，
他们才没有饿死。1992年3
月17日，滞留天空近一年的
克里卡列夫终于被接回了
地球。

“总之，遇到危险时，航
天员可及时与地面沟通，得
到地面上的帮助和支持。”孙
志斌说。

面对太空危机
他们临危不惧

当危险真的来临时，临
危不惧是航天员应对危机的
必备素质。

当年，“阿波罗13号”飞
船执行登月飞行任务时，服
务舱发生爆炸，但由于航天
员临危不乱、坚毅果敢的处
理，最终转危为安。

孙志斌也表示，面对棘
手的情况，航天员不能紧张，
应该冷静处理，“如果情况非
常危急，航天员可以进入返
回舱待命，做好返回地球的
准备”。

但返回地球的旅程也可
能发生意外。1971年6月，
苏联的“联盟11号”飞船搭载
着3位航天员升空。3位苏联
航天员在“礼炮一号”空间站
停留了23天18小时22分。
他们顺利完成科学实验，获
得很多珍贵资料和数据，还
成功实施了2次在轨对接
任务。

3名航天员准备返回，但
不幸的是，当返回舱与轨道
舱分离时，返回舱的压力阀
被震开，密封性被破坏，导致
航天员所在的返回舱内空气
快速泄漏，舱内迅速减压。

事后，苏联政府对事故
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联盟
号”飞船的设计存在缺陷。
由于飞船座舱空间过于狭
小，为了容纳3位航天员，他
们必须脱掉航天服才能坐得
下，这让航天员在升空和返

回时暴露于风险之中。后
来，“联盟号”升级，安全性增
强，苏联政府也要求航天员
在升空和返回地球时必须穿
着航天服。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
心刘伟波等人表示，随着技
术进步及对人在空间生理、
心理和行为特性研究的逐步
深化，特别是随着空间站规
模的不断扩大和飞行经验的
积累，航天员在空间站长期
驻留的保障技术水平越来
越高。

“航天员是一个高风险
的职业，他们都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了不起的牺牲精神。”
孙志斌说。

■ 太空密室逃脱秘籍

资格选拔：在进入太空
之前，航天员要经过严格的
选拔，包括基本资格审查、临
床医学检查、生理机能选拔、
心理选拔、特殊环境因素耐
力和适应性选拔等，所以航
天员一般都是从空军中挑选
优秀的飞行员或试飞员。

技能训练：主要是为了
帮助航天员掌握各种太空生
存技能，如适应太空环境独
特的吃喝拉撒睡技能，以及
如何锻炼身体、穿脱航天服、
维修飞行器、升高或降低空
间站运行轨道等。

天地协同：天地协同是
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要举
措，比如建立针对航天员的
天地一体医疗诊治体系，通
过制定长期飞行疾病谱，建
立在轨诊治能力模型，配置
医学监测与诊疗设备及药
品，24小时监测航天员的身
体状况。

临危不惧：当危险真的
来临时，临危不惧是航天员
应对危机的必备素质。随着
技术进步及对人在空间生
理、心理和行为特性研究的
逐步深化，航天员在空间站
长期驻留的保障技术水平正
逐渐提升。

据《科技日报》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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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距离地面约600千米的高空，没有水，没有空气，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宇宙辐射、紫外线、失重
环境以及空间站舱内仪器产生的噪音和长久的孤独感。

在影片《地心引力》中，2名航天员在出舱维修飞行器时遭遇了太空碎片的高速冲击，空间站被毁，
2名航天员开始了太空版的“密室逃脱”。

在现实的空间站中，航天员通常会遇到哪些危险？如何才能顺利逃脱呢？

太空“危机四伏”
航天员如何化险为夷

近日，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总指挥荆木春、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技术副经理邵立民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分别表
示，长二F遥十二火箭发射
的同时，长二F遥十三火箭
也完成了准备工作，进入
到应急救援值班状态。而
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
射前，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也已整装待发，具备快
速发射和应急救援能力。

据了解，在此次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中，无论是长二F运载火
箭，还是神舟载人飞船均
采用了“滚动待命”策略，
即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发射任务时，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和长二F遥十三
火箭均已在发射场待命，
假如遭遇需要开展应急救
援的情况，无论是“箭”还
是“船”都具备了最快8.5天
应急发射以实现太空救援
的能力。

当然，最正常不过的
情况，就是空间站一切顺
利，值班火箭一直安安静
静地在技术阵地等待着，
直到转入下次任务正常发
射流程。这个周期最长可
能有半年之久。

那么，长期竖立存放
会不会对火箭产生不利影
响？据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二F火箭总体主任设计
师常武权介绍，型号队伍
经过大量的分析、试验之
后，认为完全可以承受这
些变化，不会受到影响。

据《北京日报》

神十三随时待命
应急救援
最快8.5天应急发射

2021年1月2日，航天员聂海
胜在进行空间站任务模拟失重
环境水下训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