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7日，50岁的景海鹏将
第三次开始自己的太空之旅。

前无古人。这一次，他将打
破中国载人航天的多项纪录，成
为中国飞得次数最多、 时间最
久、高度最高的航天员———

继完美执行神舟七号、神舟
九号飞行任务后，他创纪录地成
为中国三度飞天的第一人。
从首次太空的2天20小时27分钟

飞行，到神舟九号的13天宇宙遨
游，再到这次即将进行的33天的
中长期驻留，他会把个人的太空
累计飞行时间提高到超过48天。

按照计划，神舟十一号和天
宫二号将在距地面393公里的轨
道高度交会对接，比之前的交会
对接轨道高了50公里。这也意味
着，他和搭档陈冬一起，都将成
为中国飞得最高的航天员。

隶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的3艘远望号测量船， 目前已抵
达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行海上测控任务最
后阶段演练，等待神舟十一号发

射升空。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共派

出远望5号、6号、7号3艘测量船
执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行海上测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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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表示，将从四个方面
采取措施保障航天员健康生
活、高效工作。

一是医监医保方面。飞行
期间将综合利用医疗问询、
基本生理指标检查、尿常规检
测， 以及心肺功能检查等手
段，定期对航天员实施健康状
态评估；更加注重加强舱内微
生物控制，并配置了预防治疗
药品和有关医疗器械，来确保
飞行期间航天员的健康。此
外，这次任务首次建立起天地
远程医疗支持系统，通过天地
协同会诊，来解决航天员的在
轨“看病”问题。

二是失重生理效应防护
方面。 配备了防护装备和锻
炼设备， 尽可能降低失重给
航天员带来的不利影响。比
如：使用套带，解决飞行初期
出现的头晕、 鼻塞等不适反
应； 通过使用拉力器和自行
车锻炼、穿着企鹅服工作，对
心肺功能下降、 肌肉萎缩和
骨丢失等进行综合防护。

三是营养健康保障方面。
武平说， 这次任务进一步丰富
了航天食品，种类有近百种，5天
内菜谱不会重样， 膳食结构更
加科学；同时还考虑了个性化
需求， 增强了食品感官接受
性，任务期经过了航天员的试
吃，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应
该说，这些食品可以满足航天
员在轨飞行期间的能量摄入
和营养需求。”

四是心理支持方面。针
对本次任务在轨飞行时间长
的特点， 将加大飞行期间对
航天员的心理支持力度。在
专业心理医生支持、 亲情交
流、 航天员团队支持等基础
上， 进一步完善了技术支持
手段。比如，研制了基于虚拟
现实技术的心理舒缓系统，
升级了天地信息交流系统，
航天员可以随时和地面沟通
信息、传递邮件，与亲朋好友
进行音视频交流， 以此来缓
解航天员的压力， 保证航天
员的心理健康。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于
10月17日7时30分发射，飞行乘
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武平16日上午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的。

武平表示，16日上午，执行
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
十一火箭开始加注推进剂。

航天员新老搭配

航天员景海鹏参加过神舟
七号、 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陈冬是首次参加载人飞
行任务。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一是
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轨运
营提供人员和物资天地往返运
输服务，考核验证空间站运行轨
道的交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回
技术；二是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对接形成组合体，进行航天员
中期驻留，考核组合体对航天员
生活、 工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
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
力；三是开展有人参与的航天医
学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在轨维
修等技术试验以及科普活动。

武平表示，参加任务的酒泉
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等系
统与神舟十号飞行任务状态基
本一致。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可靠性和适应本次飞行任务的
具体要求，神舟十一号飞船和长
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分别进行
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

2天内完成自动对接

武平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
入轨后，2天内完成与天宫二号
的自动交会对接， 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组合体在
轨飞行30天。 期间，2名航天员
将按照飞行手册、操作指南和地
面指令进行工作和生活，按计划
开展有关科学实验。完成组合体
飞行后，神舟十一号撤离天宫二
号，并于1天内返回至着陆场，天
宫二号转入独立运行模式。

武平说，目前，天宫二号运
行在高度393公里的近圆对接
轨道上，状态稳定，设备工作正
常，推进剂等消耗性资源充足，
载人交会对接和航天员驻留的
要求， 已经做好了与神舟十一
号交会对接的准备。 执行神舟
十一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
成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
状态良好， 发射前各项准备已
基本就绪。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
挥、 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
育林接受采访时表示，“神舟十
一号是一个标志， 也是一个新
的开始。”张育林说，它标志着
我国载人航天探索试验的任务
即将完成。 随着下一步空间站
的建成， 我国载人航天将进入
常态化运行阶段。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神舟十一号今晨飞天，航天员亮相 两天内与天宫二号对接

“天马行空”33天，可在轨骑自行车

一是“天上的生活”。
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

达33天，是我国迄今时间最长
的一次航天飞行，体现出我国
载人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本
身就是一个精彩看点。针对本
次任务要求和特点，飞行期间
航天员将实行每周6天、每天8
小时的工作制，以及天地同步
作息制度；飞行中他们可以通
过骑自行车、太空跑台跑步等
方式进行在轨锻炼。

二是“天上的实验”。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后，

将开展多项在轨的试验，凸显
了人在载人航天活动中的地
位、作用和价值。比如，首次开
展我国航天飞行中的医学超
声检查，可以实时检测航天员
心肺功能；他们将参与多项应

用载荷技术试验，更换空间材
料制备样品，进行太空植物栽
培试验等；还将开展在轨维修
操作，进行人机协同验证。

三是“天上的科普”。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

组合体飞行期间，开展的科普
项目也很精彩。比如，随神舟十
一号飞船进入太空的， 还有香
港中学生太空科技设计大赛的
3个获奖项目， 即“太空养蚕”
“双摆实验”以及“水膜反应”，
航天员将在轨完成这些实验，
帮助中小学生认识了解微重力
环境中事物的状态变化。

武平介绍说，此外，飞行
任务期间，航天员还将开展多
项展示性的活动，比如“太空
日记”“家书载梦”“挑战不可
能”等。

太空锻炼：在轨可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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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号船队抵达任务海域

景海鹏：中国飞得最多最久最高的航天员

天宫二号模拟图。

深度解读

看点
一

太空生活:百种佳肴，5天不重样看点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