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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多年的区块链服务经验，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服务信息，下面介绍中国航天报，
以及中国航天报微博的微博，选择可以为您随时随地解决玩币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让你不再为职称评级繁琐事务而烦恼。

 航天员太空生活大揭秘，空间站中如何生活

 航天员太空生活大揭秘，空间站中如何生活，神舟十二航天员每人都配备有手机和
平板电脑，具备天地之间拨打电话的能力。在饮食方面，在长达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期间，为航天员配备的食谱菜品多达120多种。

  航天员太空生活大揭秘，空间站中如何生活1 

 自从6月17日，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成为首批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
。如今，刚好满一周。航天员们的一周是如何度过的？

 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三个月，在空间站待这么长时间，伙食怎么样？这期间他们
能洗澡洗头发吗？又是否需要洗衣服呢？

 据央视报道，在微重力环境下，包裹们脱离了绑带的束缚，大部分飘浮在空中，航
天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移动超重的包裹。

 但是在太空中如果没有借力点，航天员和包裹只能相互拉近距离，无法从一个点移
动到另一个点。航天员要一边拖着包裹，一边不断用手脚和身体对舱内的固定物施
力来完成移动。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在整理包裹时会应用扫码功能。通过扫码，可以显示包裹内
物品的作用、功能等信息，包括物品安装在哪里，未来如何使用。

 神舟十二航天员每人都配备有手机和平板电脑，具备天地之间拨打电话的能力。除
了和地面工作人员沟通工作，闲暇时间，他们也可以和家人互相问好。

 在饮食方面，在长达三个月的飞行任务期间，为航天员配备的食谱菜品多达120多
种。按照一个星期为一个周期来算，食品重复率很低。

 航天餐不仅符合营养丰富且均衡的要求，还要达到“一口吃”的便利性。最好是固
态、无骨、小块，全部可食用，没有残渣，不要留下太多难以处理的厨余垃圾。已
公布的有这些：

 另外，在天和核心舱的睡眠区里，三名航天员首次享受到了和地球相似的睡眠体验

                                    1 / 8



智行理财网
中国航天报[中国航天报微博的微博]

。固定在睡眠区里的`睡袋，可以帮助航天员保持卧姿睡眠。相对独立的隔间，也让
航天员既能保留自己的隐私，也能在同伴轮流工作时不受打扰。

 在地球上再简单不过的洗脸、刷牙、刮胡子，在太空做起来都会大不同。

 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悬浮的水珠极易被吸入肺中，造成窒息。所以航天员汤洪波
洗脸就是用免洗湿纸巾清洁面部，刷牙则是把装在小袋子里的牙膏直接挤在嘴里，
进行清洁后直接咽进肚子里。

  航天员太空生活大揭秘，空间站中如何生活2 

  在太空的生活空间到底有多大？ 

 据中国航天报报道，“天宫一号”于2011年成功发射，当时提供给航天员的舱内
活动空间为15立方米，可以满足3名航天员同时在轨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这相对于
神舟七号7立方米的舱内活动空间有了较大提升，但是依然比较局促。

 到2021年我国开始建造空间站时，为了提高航天员太空生活的“舒适度”，舱内
活动空间从天宫一号的15立方米提升到了整站110立方米，简直是
从“筒子间”搬进了“大平层” 。天和核心舱提供了 3倍
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间， 配备了3个独立卧室和1个卫生间
，来保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

  怎么睡觉？想健身了怎么办？ 

 中国空间站本着“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分别设置了 生活区 和 工作区
。其中生活区内就有独立的睡眠区、卫生区、锻炼区，还配有太空厨房及就餐区。

 虽然依然要把自己“装进睡袋”，但已经实现了 从“站睡”到“躺睡” 的变革了
。独立的睡眠区能够让航天员更放松，享受相对高质量的睡眠，让他们的太空工作
和生活更加 “元气满满” 。

 因为在失重环境中，航天员将面临多种太空病的考验，如心血管系统调节紊乱、肌
肉萎缩、持续性骨丢失等，所以为了保障航天员的日常锻炼，锻炼区还配备了太空
跑台和太空自行车，好让航天员按照预先制定好的健康管理计划，开展日常的身体
锻炼。

  航天员在太空都吃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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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航天早期，为了防止食物飘在舱中，专家们把太空食品设计成为牙膏式，像挤
牙膏一样把食物送入嘴中。

 现在，航天员在天上的吃食得到大大改善。航天食品方面，配置了120余种营养均
衡、品种丰富、口感良好、长保质期的航天食品、就餐区域配置了食品加热、冷藏
及饮水设备，还有折叠桌，方便航天员就餐。据说还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传统
中国菜品。

  能洗澡么？ 

 航天员虽然不能享受和地球上一样的淋浴和泡澡，但每个人都能够在一个“包裹式
淋浴间”里，手持喷枪，把自己擦拭干净，最大程度上解决了个人卫生问题。

  如何解决用水等问题？ 

 空间站核心舱配置了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包括电解制氧、冷凝水收集与处理、尿
处理、二氧化碳去除，以及微量有害气体去除等子系统，能够实现水等消耗性资源
的循环利用，保障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

  在太空待3个月，想理发了怎么办？ 

 航天员彼此为 “专业理发师” ，在地面练了很多次，互相帮忙理发。在太空失重
环境下头发会飘散，会在理发推子上套一个类似吸尘器一样的东西，把剪下的头发
吸进去。

  想上网怎么办？ 

 不仅可以实现 天地通话 ，还能和家人 “私聊” 。

 在以往的载人航天活动中，天地通话是“传统项目”。在中国空间站运行中，设计
师们会给航天员预留一条私密语音通道，航天员可以在这里和家人打电话“说悄悄
话”，分享自己在太空生活的心情。空余时间还可以听音乐、玩游戏、看视频，实
时观看新闻联播，而且是实况直播。

 平时，航天员们都带着骨传导耳机，舱内的WiFi可以方便他们在站上各个舱段相互
通话，而且他们在任何位置上也都可以与地面通话。

9月17日。

                                    3 / 8



智行理财网
中国航天报[中国航天报微博的微博]

根据中国航天报官方最新消息，神舟十二号飞船将于9月17日返回地球，这也意味
着三名航天员也将在9月17日这一天返回地面。

北京时间17日13时34分，神州十二号飞船在东风着陆场平安降落，三名宇航员在
太空生活工作三个月后，顺利返回地球。

 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意义

 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意义，2021年10月16日0时23分左右，我国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并取得圆满成功，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意义。

  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意义1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任务，飞船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此次飞行，它将验证空间站建造和运营所需的最后几
项关键技术，为中国建造“天宫”打下重要基石。

 倘若一切顺利，在太空度过大约6个月后，搭乘神舟十三号飞船升空的3名航天员
将返回我国东风着陆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正式转入下一阶段——空间站建造阶段。

  神舟之“ 神”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前，我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已经形成了“一”字构型。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抵达太空后，与“天和”“天舟”组合体顺利进行了首次
径向交会对接，即在“一”字下方与天和核心舱快速交会对接。“径向交会对接是
关键，也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要验证的关键技术之一。”神舟飞船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高旭告诉《中国航天报》记者。

 中国此前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从未进行过径向交会对接，而只有掌握径向交会对接
技术，才能确保在未来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天和核心舱可以从其“前向”“径
向”同时对接两艘飞船，进而实现6名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

 太阳光被遮挡可能造成飞船能源供应不足。飞船设计师的解决方法是“借”——
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后，两者实现并网供电，当飞船能源缺乏时，可由天和核心
舱为其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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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挡还带来热控问题。“飞船一半很热一半很冷，太阳照射到的地方130多摄氏度
，照不到的地方零下130多摄氏度。”神舟飞船热控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付杨说。为
此，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热控团队在飞船表面铺设了热控管路，为飞船返回舱
设计了新的涂层，同时采用返回舱舱壁加热的方式，保证船体热量均衡。

 除此之外，研制团队还解决了径向交会对接带来的控制、轨道、测控等难题。飞船
的对接机构也进行了升级，提高了横向缓冲能力，以便顺利完成径向交会对接。

 神舟十三号飞船要验证的另一项关键技术是6个月长期在轨飞行，这将创下中国航
天员最长太空驻留纪录。高旭介绍，从神舟八号起，神舟飞船就按照180天在轨时
间进行研制。“完成180天任务，我们是有信心的。”

 神舟十三号飞船是中国空间站转入建造阶段前发射的最后一艘飞船，自有其“神奇
”和“独特”之处。径向交会对接和180天在轨飞行是实现中国空间站多人同时值
守和长期有人照料的关键，只有掌握它们，中国才能拥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天宫”
。

  “五船” 并行 

 严格来讲，神舟十三号任务不仅仅是一艘飞船的任务。它是对中国航天生产制造和
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这种能力对中国建造和运营空间站至关重要。

 今年8月，对刚刚进驻发射场的神舟飞船试验队而言，“神舟”呈现“五船”并行
状态：一艘在天上，两艘在发射场，一艘在测试中心，一艘在总装厂房。神舟飞船
副总指挥常跃东告诉记者，队伍要合理安排好神舟十二号的回收任务、神舟十三号
的发射任务、神舟十四号的应急救援任务、神舟十五号的测试任务以及神舟十六号
的交付任务。

 如此高密度、高强度，恰恰是后续中国进入空间站建造和运营阶段的新常态。可见
，建造和运营中国空间站除了要掌握必要的关键技术外，还要经得住对生产制造和
管理能力的全面考验。

 《中国航天报》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时了解到，今年8月，神舟飞船试验
队进驻发射场时，距离神舟十二号飞船从太空返回还有一个月时间。其间，他们一
方面要准备新的飞船发射任务；另一方面也要准备神舟十二号的回收任务。而鉴于
载人航天采取的应急救援模式，新飞船发射又要同时兼顾神舟十三号和神舟十四号
两艘飞船。

 常跃东介绍，我国计划在明年春季发射神舟十四号飞船。按照规划，神舟十五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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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作为其应急备份，也应在明年随试验队一同进场，目前这艘飞船正在北京进行测
试。而神舟十六号作为下一批次飞船的首艘，交付节点也迫在眉睫。综合起来，试
验队就有5艘“神舟”在手。运营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驾驭这支“神舟”舰队，才能使多船有序并行？

 高旭介绍，一方面需要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合理安排好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
培养多面手，提高人员的复用率，扩展人员调配余地。此外，他们还要通过数字化
手段和产品化思路提高研制生产效率。高旭解释，产品化就是要达成产品状态、流
程等的固化，提高产品的通用性。他举例说，现在神舟飞船的部分单机产品就实现
了和天舟货运飞船通用，明显提高了研制效率。

  神舟“密码” 

 在神舟飞船试验队中，通过创新变革带来效率提升的例子很多，综合测试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综合测试是指从总装到发射对整船工作进行数据判读，确保每一个时间节点都达到
相应的状态。“如果达不到，可能会触发故障机制，严重时甚至中止发射。”神舟
飞船综合测试主任设计师刁伟鹤说。

 当前，神舟飞船的高密度发射对综合测试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靠人海战术
去拼显然不可取，再说，哪来这么多测试人员？

 经过几年探索，“神舟”团队找到一种新的测试模式。刁伟鹤总结为：以机器为一
岗、人员为二岗的数据判读模式；北京和发射场的远程异地协同测试模式；测试过
程的两个“一键式”。新模式的核心是自动化。“机器比人更可靠，人为影响小了
，测试结果也会更加可靠。”他说。

 如何保证新模式是有效的？神舟十二号飞船电测之前，研制团队把所有分系统相关
人员召集过来，专门花了4个月时间对6000多个参数进行了判据的设计、推演和验
证。不仅验证了正常数据，还通过“钓鱼执法”人为制造了一些故障数据，结果被
一一识破。

 累计1800多小时的验证，最终打消了各方的疑虑。“不会漏判、不会错判，因为
每一条我们都做了验证。”刁伟鹤说。

 新模式变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完成一艘飞船的综合测试，神舟十一号需要40
人，神舟十二号是30人，到了神舟十三号仅需要20人。时间也压缩了，神舟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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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70天，神舟十二号任务时两艘船仅需70天，神舟十三号任务时两艘船进一步压缩
到45天。

 刁伟鹤说：“在自动化判读上，我们追求‘一劳永逸’，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空间站
10年运营的考验。同时我也相信，别的型号不会有这么大的驱动力。”

 神舟飞船的每一次发射升空都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
推进，“神舟”团队面临空前的考验，他们正以最大的努力、最积极的思考、最主
动的行为、最广泛的智慧去推动航天制造业的变革。

 或许，这才是这支队伍能够接下一个个难如登天的任务、顺利完成中华民族“神舟
筑梦”的密码。

  神舟十三号的发射意义2 

 2021年10月16日0时23分左右，我国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顺利升空，并取得圆满成功，发射地点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是继今年9月17
日神舟十二号顺利返回地面后，一个月内再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本次搭乘神舟飞船的航天员分别是：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其中翟志刚在200
8年执行过神舟七号飞行任务，并成为第一位出舱活动的中国人；王亚平在2013年
执行过神舟十号飞行任务，并首次进行了“太空授课”，给学生们演示了失重状态
下的各种奇妙实验；三人当中，叶光富年龄最小，也是首次执行太空任务的航天员
。

  神舟十三号将执行五大主要任务 

 1. 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受控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实验；

 2. 要进行2-3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续
空间站建设任务做准备；

 3. 要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

 4. 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领域的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
动；

 5. 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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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难度更大的对接方式：径向对接 

 图注：神舟十三径向对接示意图。

 目前，天舟二号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都处于与核心舱对接状态。神舟十二号返回地
面后，空出来的核心舱上的“轴向对接口”（前向对接口）便被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占用。天舟三号则对接在了原来天舟二号上的对接口上。这样，核心舱前后两个轴
向对接口都被占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只能垂直对接在“径向对接口”上。

 如果你一直关注神舟飞船的动态，就会记得在9月17日神舟十二号准备返回前夕进
行过径向对接的模拟演练。

 径向对接比轴向对接难度更大。径向对接是飞船从核心舱的下方接近，飞船和核心
舱的轨道高度有一定偏差，且这种垂直对接的方式使得姿态控制难度也加大了。而
此前进行过的都是轴向对接，飞船和核心舱同在一个高度，更容易对接，姿态也更
容易维持。

 既然这么难，为何非要径向对接呢？简单来讲，未来航天员进行太空轮班交接的时
候，可以同时将两艘载人飞船对接在空间站上。

感谢您阅读本篇对中国航天报的详细介绍，如果你对中国航天报微博的微博还不够
了解，想进一步学习关于中国航天报的知识，可以在本站首页搜索你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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