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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决定，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2名男
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景海
鹏、航天员陈冬。

10月16日上午，两名航天员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接受
了中外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问景海鹏，你今年已

经50岁了，又是一名将军，是什么

力量支撑你第三次出征太空？

景海鹏：航天员是我的职业，
太空飞行是我的事业，更是我崇高的
使命。虽然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和
风险，乃至危险，但我喜欢、热爱、甚
至享受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航天员，
能够多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是我
们的梦想和追求。非常荣幸，我能
够第三次出征太空，在这里，我要真
诚感谢我的祖国和人民，感谢万千
航天科技工作者，感谢他们的付出
和托举。我决心不忘初心、矢志不
渝，当好一名航天员。

记者：请问陈冬，你在2010年

成为第二批航天员，等待六年迎

来自己第一次飞天，和你预期相

比快还是慢，意料之中还是意料

之外？与第三次飞天的景海鹏一

起执行任务，是怎样一种感觉？

陈冬：我感到，这次任务来的
不早也不晚、不快也不慢，时机刚
刚好。景海鹏师兄，在工作中，是
我的老师，在生活中，是我的兄
长，他工作非常认真，要求非常严

格，经验非常丰富，这次能与景师
兄组成飞行乘组，我觉得很幸运，
心里很踏实、非常有底！

记者：请问陈冬，这是你第一

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为此做了

哪些准备？

陈冬：自从我们加入航天员
队伍以来，就一直在做各项准备，
在思想、身体、心理、专业技能和
团队协作等方面接受全面训练，
为每次任务打牢基础。此外，针
对每次任务，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重点提高了
应急情况处置能力、医学急救互
救能力、空间实验能力。

记者：请问景海鹏，面对即将

开始的第三次飞行，你感觉这么

多年来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感

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景海鹏：面对每一次任务，我
都会从零做起、全力以赴、做最好
的自己。这是不变的。当然，经
历了18年航天员职业的磨炼，历
经了两次飞天的考验，变化是必
须的，我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更
加坚毅果敢，心态更加平和阳光，
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感激和
感恩。能够再一次接受祖国的检
阅，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变化，也是
我们航天员团队的最大变化。

记者：请问陈冬，你们将如何

进行这些实验？是否曾在地面做

过相关训练准备？期待实验取得

什么效果？有什么话想对香港

“小设计师”说？

陈冬：香港中学生提出的三个
科学实验，分别是太空养蚕、双摆
和聚合物薄膜实验。他们设计了
适合在轨飞行开展的实验方案，充
满了奇思妙想，将给我们这次太空
之行增添许多趣味。我们在地面
已进行了充分的训练，将在天宫二
号组合体运行期间开展实验，相信
能达到预期的实验效果。这里，我
想对包括香港“小设计师”在内的
热爱航天的青少年说，期待有一
天，你们也能加入我们的行列，飞
上太空亲自探索宇宙的奥妙。

记者：请问景海鹏，按照计

划，中国空间站将于 2020 年前后

建成，届时你已经54岁了，有什么

期待吗？

景海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
的太空家园，是每一名航天员的梦
想宿营地，我当然充满期待。据我
所知，世界上有的航天员已经飞行
7 次，有的航天员已经累计飞行
800多天，有的航天员一次任务飞
行400多天，我还得向他们学习。
对空间站来说，我还是一名新兵，
我期待着为空间站建设发展多作
贡献，只要祖国需要，我坚决听从
召唤。我也非常期待用我对航天
事业的热情和多次飞行的经验，为
航天员队伍建设多作贡献。

记者：请问陈冬，据我了解，这

次任务的作息将采取“6＋1”模式，

也就是说每工作6天，会有1天休

武平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
研究决定，瞄准10月17日7时30
分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飞
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
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航天员
景海鹏参加过神舟七号、神舟九
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陈冬首
次参加载人飞行任务。

武平说，16日上午，执行这次
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一火
箭将开始加注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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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平介绍，2名航天员计划在
轨飞行33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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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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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交
会对接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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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一号今日7时30分发 射2天内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航天员乘组“新老搭配”昨公开亮相 景海鹏三度飞天创纪录 计划在轨飞行33天 将完成“太空养蚕”等科学实验

陈冬同志简历
陈冬，男，汉族，籍贯河南

郑州，河南洛阳出生，党员，大

学本科。1978 年 12 月出生，

1997 年8月入伍，1999 年4月

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上

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

飞行大队大队长，安全飞行

1500 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

飞行员。2010年5月，正式成

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过

多年的航天员训练，完成了基

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专

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

的训练任务，通过了各项考

核，综合评定成绩优异。2016

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

乘组。

景海鹏同志简历
景海鹏，男，汉族，籍贯山

西 运 城 ，党 员 ，硕 士 学 位 。

1966年10月出生，1985年6月

入伍，1987 年 9 月入党，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1998

年1月，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

天员。2005年6月，入选神舟

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梯队

成员。2008年9月，执行神舟

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 11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

称号。2012年6月，执行天宫

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

接任务，担任指令长，2016年6

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担任指令长。

作为万众瞩目的航天员，大
家一定关心他们穿什么吧！

航天员中心航天服工程研
究室副研究员杨立众表示，这次
为航天员配备的服装不仅体现
了航天员职业特点和中国特色，
还综合考虑了服装的使用场合、
功能、美观、舒适和工效性。

航天员服装系列化的设计
分为在轨系列，地面系列和服装
配饰，共有10套之多。

首先出场的是在轨系列设
计，分为舱内工作服、舱内鞋、运动
服、休闲服、企鹅服、内衣、睡袋。

舱内工作服与舱内用鞋的
搭配，主要是为航天员在舱内正
常温度时进行空间科学实验和
操作生活所设计的。

休闲服的设计是为了航天
员在轨驻留期间日常穿着。

企鹅服的设计充满了科技
感，里面有很多弹性带，穿上后
可通过弹性的作用，使肌肉得到
紧张，避免失重引起的肌肉松弛
骨质丢失。

常服是为航天员参加正式
场合所设计的，地面训练服用于
地面训练操作。

冬季外出时，航天员可在地
面训练服外搭配作训大衣，用于
御寒保暖。服装保暖、轻质、美
观、便于护理清洗。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服装
上还有各种标志，比如：国旗、载
人航天工程标、飞行荣誉标、任
务标、姓名牌等。

在飞行荣誉标上，有几颗星
就表示这个航天员上过几次太
空。如果没有参加过飞行任务
的航天员，那就是空的。

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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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科技进步发挥了巨大带动作
用。神舟十一号的发射标志着我
国载人航天将完成探索试验阶
段，并在将来转入空间站阶段的
常态化运行。

“在世界上，不管哪个民族、
哪个国家，不管经济发展到了什
么程度，对浩瀚宇宙的关注、对太
空的探索，都同样充满热情。而
我们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更是孕
育了千年。”张育林注意到，最近
几年，反映人类太空探险的电影
《地心引力》《火星救援》，获得广
泛的欢迎和热捧。这一现象的背
后，折射的是人类对于太空与未
来的好奇。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实施
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经过20多
年的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不
仅本身实现了一系列技术跨越，
而且对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
产生了巨大拉动。

张育林介绍，从航天发射场和
航天器制造，到测控通信等各大系
统，在载人航天工程的带动下，航
天基础设施得到长足发展，航天人
才队伍得以保留、发展、壮大。

航天对国家总体科技水平的
辐射带动作用，已经被美、俄等国

家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同样也牵引了原材料、元器
件、现代工艺、重大工程建设等领
域的快速进步，成为国家科技水平
的标志性工程，成为国家综合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直观体现。

以神舟五号到神舟十号任务
为标志，中国人才刚刚走出地球，
还只是在近地轨道400公里以内
空间活动。“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
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
迈得更远、更大，肯定要远远超过
400公里。”张育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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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飞船发射不像现在
隔几年发一次，而是一年发几次，
以保证航天员定期往返。”张育林
说，在空间站建成阶段，不仅有现
在以航天器驾驶操作为主要任务
的航天员，还要有在轨工程师甚
至游客进入太空，以满足社会公
众探索太空的渴望。

张育林展望，虽然中国空间
站只有60多吨，规模不算大，建设
得也比和平号空间站、国际空间
站要晚，但在推动空间产业发展、
空间制造等方面将有一系列新的
突破，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
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神十一航天员“新老搭配”带着共同 梦想出征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的太空生活
在地球上感觉轻松自然的

事，到了太空可能都是问题。
神舟十一号飞船计划10月

17日7时30分发射，升空后将在
两三天内与中秋之夜成功发射
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393公
里高的近圆轨道交会对接。随

后，两名属马的航天员景海鹏和
陈冬将进入天宫二号，开启中国
航天员迄今最长的太空驻留。

航天员上天干什么？穿什
么？吃什么？……近日，记者走
进航天员“娘家”——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一探究竟。

航天员中心航天营养与食
品研究室副主任曹平说，这次33
天的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的食品
在种类上比之前的神舟九号、神
舟十号更加丰富，有100多种。

在神舟十一号自主飞行段，
航天员可能食欲不佳，所以会配
备粥等清淡的食物。

等正式入驻天宫二号后，航
天员就可以享受到如同在家里生
活一样的一日三餐的待遇了。他
们的吃饭时间与地面同步，包括
主食、副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和
功能食品等六大类产品，酱牛肉、
鱼香肉丝等传统菜肴都有，五天

之内菜谱不会重样。
不仅有美味的菜肴，航天员

还可以享用甜点。
曹平说，航天食品的保存期

限一般在一年以上，但不含防腐
剂，是安全可靠的，可以在美味
可口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充足
的能量和营养。

为了让航天员吃到热腾腾
的饭菜，天宫二号里面还配备了
专用的食品加热器。航天员的
饮用水也是经过特殊方式消毒，
能够长期保质。“在未来空间站，
将实现尿液净化的饮用水。”曹
平说。

航天员33天 什么？

都飞到太空去了，两名航天
员可不仅仅是到此一游的！他
们身上肩负着最重要的任务是
做试验！

据介绍，航天员系统策划了
四大类十六项在轨试（实）验，包
括脑机交互技术在轨适用性研
究、植物栽培关键技术验证、在轨
味嗅觉变化规律研究、失重心血
管功能研究、在轨飞行对航天员
视功能影响研究等。

比如，脑机交互技术，在未来
航天发展中，人和机器人要协同工
作，一起去外太空探索。人不需要
再操作键盘、鼠标甚至控制手柄，
而是采用脑控技术、眼控技术等去
操作。在太空，航天员处于失重、

密闭环境，会对人的情绪、生理都
造成影响。因此这样的技术能不
能在太空使用，需要深入探索。

比如，在轨味嗅觉研究。采
用味觉试纸进行酸甜苦辣四种
基本味觉测试，玫瑰味嗅棒进行
嗅觉敏感度测试，获取航天员在
轨味嗅觉敏感度数据，观察在轨
飞行条件下人体味嗅觉变化特
点，为后续飞行任务飞行食谱设
计提供参考。

比如，植物栽培关键技术验
证实验。黄伟芬说，通过开展微
重力环境下植物栽培基质水分
和养分供应等研究，可为下一步
空间站种植可口、营养和安全的
新鲜蔬菜奠定技术基础。

航天员上天 什么？

航天员服装 什么？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育林：

空间站建成后游客有望进太空

■揭秘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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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穿

干

息时间，业余时间你怎么度过？

陈冬：这是我第一次执行航
天飞行任务，我会珍惜在太空中
的每一刻，一定会多看看窗外的
美景、美丽的地球和我的祖国，还
会尝试做一些地面做不到的事
情，有空的话会看看家人和战友
的照片、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写
写日记，真是非常期待啊！不过，
这次任务安排的各类试验还是挺
多的，我们还要抽出一部分时间，
进行前期工作总结和下步工作准
备。总之，就是细致工作、健康生
活、享受失重。

记者：请问二位，此时此刻，

想对自己家人说些什么？

陈冬：这么多年，我的家人一
直为我的事业默默付出，陪伴着
我，支持着我，让我能够有机会实
现梦想。军功章也有他们的一
半，必须有他们的一半。

景海鹏：刚才陈冬说的也代表
了我的心声，此时此刻，我想对航
天员大队的战友们说，你们也是我
的家人，18年来，咱们一起工作、
一起训练、一起追求梦想。我还
想对所有的航天人说，你们也是
我的家人，你们默默奉献，用心
血、智慧和汗水托举我们飞上了
太空。请家人们放心，我和陈冬
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我们将带
着家人共同的梦想去执行任务，一
定用尽善尽美的表现，向祖国交出
一份优异的答卷。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昨日亮相。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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