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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
圆满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7月4日8
时11分，神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
刘伯明成功开启天和核心舱节点
舱出舱舱门。至11时02分，航天
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国自主
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
服，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
功出舱。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
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
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
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
波于14时57分，安全返回天和核
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
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

主要完成三项任务

三名航天员各有分工。出
舱的两名航天员，一人要为机械
臂安装上臂支架，包括脚限位
器、舱外工作台等，随后借助机
械臂进行移动，4日担任这一任
务的是刘伯明；另一名航天员借
助舱壁上安装的扶手，爬行一段
距离到作业点进行辅助工作，担
任这一任务的是汤洪波。

先出舱的刘伯明出舱后感叹
太漂亮了，在舱内的航天员聂海胜
则温馨提示：“慢点，不要着急。”

4日的出舱作业主要有三项
任务，抬升全景相机、验证机械
臂的使用以及验证应急返回
技术。

专家介绍，受发射限制，摄
像机一开始安装在一个比较低
的位置，视角有限，入轨之后，航
天员根据任务要求，需要扩展摄
像机的视角来监视整个舱外的
情况，于是给这些摄像机安装一
个支架，把它们架得高一点。

两名航天员出舱过程中，舱
内航天员需要对机械臂进行操
作，虽然地面人员也可以大范围
转移机械臂，但在有航天员站在
机械臂上时，舱内航天员可以更
直观地观察机械臂位置，与舱外
航天员交流更方便。

由航天员自主操作机械臂，
在安全性上也有更好的保障。
舱外舱内航天员都有急停装置，
舱外的航天员在运动过程中一
旦发现有碰撞的可能、风险，他
可以直接按下急停装置，机械臂
就会停止工作，这是保证安全的

一种手段。
此外，航天员在舱外执行任

务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必须快
速返回气闸舱，然后用舱载的应
急供氧来保证生命安全，所以要
进行应急返回验证。

后续还将进行一次出舱活动

这是继2008年神舟七号载
人飞行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
实施的空间出舱活动，也是空间
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首次空间出
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
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
能，首次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
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
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为
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重要基础。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自6
月17日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按
计划开展了各项工作，目前3名
航天员状态良好，后续在轨飞行
期间还将进行一次出舱活动。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 科普

航天员为何要进行出舱活动
航天员为何要出舱活

动？航天员出舱后通常要完
成哪些任务？

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
空行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
员离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
只身进入太空的活动。由于
太空环境恶劣，航天员要面
临失重、低气压和气温不稳
定以及强辐射等诸多挑战。

机器人或自动化技术通
常是人类出舱活动的替代方
案，但目前设计能执行预期
任务之外或超出已知任务参
数范围的机器人成本高，且
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完全取
代人类。而航天员的出舱活
动效率较高，并且对意外故
障和突发事件做出响应的能
力较强。正如建造摩天大楼
需要建筑工人和起重机一
样，出舱活动需要航天员和
机器人共同完成舱外作业。

美国航天局认为，宇航
员在舱外维修卫星或其他航
天器，可以避免将它们带回
地球修理；在舱外开展科学
实验，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太
空环境对不同事物的影响。
宇航员还可以在舱外测试新
设备。

在舱外作业中，航天员
或宇航员主要开展卫星捕获
和维修、更换电池、舱外维

修、外部航天器组件的组装
及连接、特殊实验或测试等
工作。

此前，美国宇航员曾通
过出舱活动修复了天空实验
室、太阳峰年卫星、哈勃太空
望远镜等航天器；多次为国
际空间站更换电池；紧急维
修故障设备。俄罗斯宇航员
则通过出舱活动修复了“礼
炮”号空间站，组装、维修了

“和平”号空间站，还为国际
空间站内壁裂缝“打补丁”。

出舱活动并非总是一帆
风顺。

国际空间站原计划今年
6月16日首次安装新太阳能
电池板，但两名出舱宇航员
因宇航服故障耽误了时间，
导致该次任务未能按计划装
上新电池板。2016年1月15
日，两名宇航员走出国际空
间站，成功更换了一个出故
障的电力设备，但此后由于
一名宇航员头盔内部漏水，
这次太空行走被提前叫停。

2010年8月7日，国际空
间站两名宇航员出舱，计划
为空间站出故障的冷却系统
更换液氨泵，但一个“顽固”
软管以及中途发生的液氨冷
却剂泄漏事故令他们未能完
成预定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两名航天员在舱外工作场面。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