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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搭乘神舟十三号进入中国空间站

新任“太空人”十月接力上天

返回舱撤离后为何绕圈圈？
为神舟十三号“铺路”

9月16日上午，神舟十二号
已经完成了撤离后与空间站组
合体的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
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
所谓“径向交会”，就是指航天
器从空间站组合体的下方垂直
向上对接。此前，我国在太空
进行的航天器交会对接，都是
水平方向的，包括前进方向交
会和后方交会。

江苏省天文学会科普专
家、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副教授汤靖师解释，以往
飞船前向和后向对接是处于一
个追赶的状态，而到了径向对
接的时候，空间站保持平飞状
态，需要飞船竖立飞行或者俯
仰飞行，比平飞状态要更复杂。

“在中国空间站的建造计划中，
将来会有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停
靠，这一次神舟十二号飞船停
靠的是前向对接口。而如果增
加一艘载人飞船，就要停靠在
节点舱下方，面向地球的径向
对接口。”

据介绍，这次的技术验证
是在为神舟十三号“铺路”，神
舟十三号将以这种方式与天和
核心舱对接。这项技术难度极
大，此前还未在太空中进行过
验证。不少读者在9月16日的
新闻报道中都注意到，从空间
站撤离后的神舟十二号，并没
有立马开始“返航”，而是绕着
空间站“转悠”了几圈。这可不
是“依依惜别”，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航天学院康国华教授介
绍，“转悠”主要和着陆点有关，
在围绕空间站“转悠”的过程
中，神舟十二号同步在调整自
己的位置和姿态，以确保正式
返航前达到最佳的状态。

南航航天学院闻新教授告
诉记者，神舟十二号在返回时，
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进入大气
层的。经过大气层时，还有一
段比较危险的“黑障”路程，这
段路程不在地面测控中心“视
线”中，无法和地面进行通讯，
大约持续六分钟。其实“黑障”
的原理很简单——— 返回时，航
天器跟大气会产生剧烈的摩
擦，摩擦时的燃烧过程会将舱
体表面的物质变为一种等离子
态。由于电磁波信号无法穿透
这种等离子态物质，也就导致
了失联，就像“黑色的屏障”一

样。神舟十二号返回过程中，
虽然黑障阻碍了飞船和地面的
通讯，但此次借助“预测制导”
技术，可以借助北斗系统的导
航信息提高预测制导导航的精
度，确保返回落点精准。

为何密集“排兵布阵”？
尽快调整空间站工作状态

神舟十二号的任务已经圆
满完成。但闻新教授告诉记
者，这只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
个“逗号”，“天舟三号”已经发
射成功，为国庆期间即将发射
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先去太
空“送快递”，将新一组航天员
进入太空所需的物资提前送进
空间站。

这无疑是“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的现代版诠释。据悉，跟
随神舟十三号上天的航天员乘
组将依然由三人组成。神舟十
二号才刚回来不久，为啥神舟
十三号就这样“急吼吼”发射？
康国华教授认为，一方面是因
为我国有能力确保、支撑这样
密集频繁的发射工作。另一方
面 ，考 虑 到 空 间 站 寿 命 有
限——— 大约10年左右，需要尽
快完成空间站前期的组装和装
修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我们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将
空间站调整到可供开展科学实
验工作的、全功率、满负荷的工
作状态。”

不少网友好奇，“天宫”空
间站里是不是只有“三个床
位”，所以需要前三人先“回地
球”，后续的三名航天员才能继
续上去？其实并非如此。据报
道，除了核心舱的三个床位，空
间站在实验舱还有三个床位，
而且空间更大、更舒服。“这有
点类似凌晨头一班高铁需要空
车运行测试线路状态，空间站
在前期也需要这样必要的‘空
车’。”康国华解释道，“空间站
目前还处在试运行阶段，这个
阶段，各方面的设备功能还没
有完全运转起来。等到后期进
入常态化工作，才有可能进入
满员状态。”

在康国华看来，中国航天
的特点就是“稳扎稳打”。“航天
工程很难实现弯道赶超，我们
一定是先到月球，充分验证测
控着陆技术，做好技术保障之
后，才能去火星。我们不盲目
追求高大上的目标，就按自己

的步子走，所以才能看到神十
三接着神十二这样密集的排兵
布阵。”

记者了解到，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战略已经走到了第
三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规划了

“三步走”的战略。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
委主任包为民介绍，按照空间
站建成规划，一共要进行11次
发射，“到明年10月份左右，我
们的建造工作就做完了，做完
以后可能神舟十五号上来，神
舟十五号的乘组和神舟十四号
乘组，他们要在天上交替10天。
届时我们航天员在上面最多有
6个人，那是人数最多的一段时
间。”

“天宫二号”的第一批访
客，年纪其实都不算小。根据
已经公开的信息，航天员聂海
胜出生于1964年，刘伯明出生
于1966年，最年轻的汤洪波也
出生于1975年。“太空访客”里，
未来是否会出现更为年轻的
面孔？

闻新教授表示，航天员的
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
如，要具备一定的飞行技术和
飞行时长，还要经历重重考验。
这需要很长时间，因此航天员
的年龄‘年轻不了’。最年轻也
得四十多岁了。”据悉，在今后
一段时间内，中国航天员到访
空间站的“组合”构成依然会以

“老带新”的组合为主，“全是新
人上天，会缺少经验。这一次
跟随神舟十二号到访空间站的
聂海胜，就已经是第三次去太
空了，经验足够丰富，能够担当
指令长的重任。”

未来中国的“天宫”将打造
成全新的“科研太空站”

今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标
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设
全面展开。中国空间站命名

“天宫”，基本构型包括1个核心
舱和2个实验舱，整体呈“T”字
构型，核心舱居中，问天实验舱
和梦天实验舱分别连接于
两侧。

汤靖师介绍，作为中国空
间站的第一个舱段，天和核心
舱全长16.6米，最大直径4.2米，
发射质量约22.5吨，是空间站的
管理控制中心。此外天和核心

舱还具备交会对接、转位与停
泊、乘组长期驻留、航天员出
舱、保障空间科学实验等能力。
核心舱的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
还能实现水和氧气的循环利
用，降低补给需求，让航天员实
现更久的在轨停留。

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管
理控制中心，那么问天实验舱
和梦天实验舱承担着舱内、舱
外空间科学和技术试验等科研
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主任高铭在接受
公开采访时表示，中国空间站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
地球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
应用等4个重要领域制定了系
统的、长期的规划，将研制一大
批科学研究设施，支持在轨开
展1000余项研究项目。

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要深入研究空间环境各因素对
生命体细胞、组织、器官等各层
次的影响与作用机理，探索认
知生命体太空生长发育与繁衍
规律及人类太空长期生存面临
的健康保障问题，并利用空间
特殊环境发展创新的药物和医
疗技术。

微重力物理科学主要研究
物质运动的本质规律，建立空
间高精度时间频率系统，进行
广义相对论高精度检验、全球
重 力 位 测 量 等 研 究 ；实 现
100pK超低温玻色-爱因斯坦
凝聚（BEC），开展极端条件下
超冷原子物理、低温量子相变
等基础前沿实验；开展多相流
与相变传热、基础燃烧特性与
机理、新材料空间制备等研究
及应用。

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利用
巡天光学望远镜、高能宇宙辐
射探测设施等天文观测设施，
开展长期深入的天文观测研
究，研究暗物质与暗能量、宇宙
线起源、宇宙形成与早期演化
等重大问题；着眼全球气候变
化等关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发展对地观测新技术和新
体制。

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主
要发展在轨制造与建造、空间
机器人与自主系统、空间信息
及精密测量等空间新技术，提
升人类探索、开发与利用太空
的能力。

据《新华日报》

“太空出差”不停歇！9
月17日中午，在“天宫二号”
空间站在轨90天的三位航天
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搭乘”神舟十二号，顺利回
到地球表面。国庆期间，他
们的接力选手将搭乘神舟十
三号，再度进入中国空间站，
开启为期半年的新一轮“出
差”之旅。载人飞船的发射
为何如此频繁？航天员们在
空间站里，将经历怎样的奇
妙“探险”？记者特邀江苏航
天领域专家进行解读。

中国空间站 资料照片

■ 相关链接

中国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
基本构型。其中，核心舱作为空
间站组合体控制和管理主份舱
段，具备交会对接、转位与停泊、
乘组长期驻留、航天员出舱、保
障空间科学实验能力；问天实验
舱作为组合体控制和管理备份
舱段，具备出舱活动能力，梦天
实验舱具备载荷自动进出舱
能力。

中国空间站三舱飞行器依
次发射成功后，将在轨通过交会
对接和转位，形成“T”构型组合
体，长期在轨运行。组合体在轨
运行寿命不小于10年，并可通过
维修维护延长使用寿命。

中国空间站主要有五大工
程目标：一是建造并运营近地空
间站，突破、掌握和发展大型复
杂航天器的在轨组装与建造、长
期安全可靠飞行、运营管理和维
护技术，提升国家航天技术水
平，带动相关领域和行业的科技
进步，增强综合国力；二是突破、
掌握和发展近地空间长期载人
航天飞行技术，解决近地轨道长
期载人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
题，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
活和有效工作；三是建成国家太
空实验室；四是开展国际（区域）
合作，为人类和平开发和利用空
间资源做出积极贡献；五是以在
轨服务、地月和深空载人探测需
求为牵引，试验和验证相关关键
技术，为载人航天持续发展积累
技术和经验。 据新华社

美航天局拆分
载人航天部门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9月21日宣布，把载人
航天部门拆分为两个部门，分别
负责较常规的航天项目和离地
球较远、较长期的项目。

路透社援引美航天局消息
报道，原有人类探索和行动任务
委员会将拆分为两个部门：探索
系统开发任务委员会和太空行
动任务委员会。前者负责美国
宇航员重返月球、登陆火星等长
期项目；后者重点负责距离地球
较近的常规航天项目，包括国际
空间站相关项目以及其他近地
轨道太空项目。

美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
说，这不是简单的机构重组，而
是“为今后20年做准备”，在日益
发展的太空经济中定位国家航
空航天局今后的发展方向。

美航天局的一份声明说，拆
分载人航天部门可使其中之一
专注执行太空任务，而另一个部
门致力打造未来的航天系统。

路透社认为，载人航天项目
重组与私营航天企业进入美国
航天领域有关。近年来，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等企业逐渐开展商
业化航天项目。该公司15日将4
名无航天职业背景的“普通人”
送入太空，在绕地球飞行约3天
后成功返回。英国维珍银河公
司及美国蓝色起源公司今年7月
把多名乘客短暂送入太空。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