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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封底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行首次出舱活动
陈冬、刘洋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出舱后先看到地球

我国有望在国际上
首次完成空间微重力条
件下水稻从“种子到种
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
实验。8月29日，中国科
学院发布中国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植物生长实验
进展：由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亲手种植在问天实
验舱的拟南芥种子和水
稻种子已满月，目前种
子已发芽，高秆水稻幼
苗长至约30厘米高，生
长状态良好。

地球养育着人类，
千百年来，人类都是在
地球上种田，而现在，人
类正在尝试在太空中开
辟一片“田野”。

其中，人类航天史
上最雄伟的杰作——— 空
间站，就是迄今最大的

“太空村庄”，空间站运
用了当代最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工具，将为观察
地球及进行科学研究，
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场
地。当前，随着问天实验
舱上行、在中国空间站
内进行的高等植物培养
实验，已经取得阶段性
进展。

7月28日，载有实验
样品拟南芥种子和水稻
种子的实验单元，由航
天员安装至问天实验舱
的生命生态通用实验模
块中，并于7月29日启动
实验。

8月29日，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应用暨空间站
高等植物培养实验阶段
性进展情况介绍会在中
科院空间应用中心及分
子植物卓越中心举行。
据介绍，截至目前，问天
实验舱各有效载荷状态
良好、工作稳定，随舱发
射科学实验项目在轨实
验按计划开展。载有实
验样品拟南芥种子和水
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已由
航天员安装至问天实验
舱的生命生态通用实验模块中，目前植物已
经发芽生长。接下来，航天员将完成拟南芥和
水稻在空间站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实
验，并在实验过程中由航天员采集样品、冷冻
保存，最终随航天员返回地面进行分析。

在太空中种菜是探索太空的必然。一方
面，长时间在空间站里工作或进行星际飞行，
航天员的食品是个大问题。现在，在空间站上
航天员吃的食品都是由地面定期送上去的。
这就出现一个矛盾：一次性从地面带得太多，
将增加运载火箭的起飞重量，而带得少，维持
不了多长时间，就又要发射飞船，加大了成
本，这是一个困扰长期载人航天的大问题。而
如果长时间进行太空飞行的航天员可以在宇
宙飞船或空间站中就地取材，进行太空种植
蔬菜、粮食等，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太空探索或
太空旅行时的食品问题。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为解决吃饭问
题，在改善农作物品种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培育一个良种，往往要耗费一个农业科学家
毕生的精力，有时即使是竭尽全力也很难获
得，因为种子的培育，对地面条件要求极高。
而研究已经发现，农作物种子经过太空“修
炼”后，可以取得奇特的抗病高产效果，航天
技术将给农作物良种的培育带来曙光。

中国已有十多年进行太空育种实验的历
史，所获得的良种早已在中国四面八方安家
落户，但这依然远远不够，太空菜的发展才刚
刚开始。 （综合）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北京时间9月1日18时26分，航天
员陈冬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舱
出舱舱门。至19时09分，航天员陈
冬、刘洋成功出舱。这是中国航天员
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并
实施舱外活动，也是陈冬、刘洋首次
执行出舱活动任务。

目前，两名出舱航天员已完成
安装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
作，后续将在小机械臂的支持下，进
行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实
验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作业，并开展舱
外自主转移应急返回能力验证。其
间，航天员蔡旭哲在核心舱内配合支
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不同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问
天实验舱气闸舱的出舱口被设计成
面向空间站的“下方”，航天员从问
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像是从上往下

“钻”，出舱后看到的景象也大有不
同。此前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
乘组从节点舱出舱，看到的首先是
星空，此次出舱，航天员先看到的是
地球景象。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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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任
务期间，航天员通过天和核心舱
的节点舱完成了4次出舱任务，都
是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的出舱口
进行出舱活动的。神舟十四号乘
组的首次出舱任务从问天实验舱
的气闸舱出舱进行出舱活动。那
么，问天实验舱气闸舱长什么样？
有什么特点？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的气闸
舱外形十分独特，它是空间站系
统唯一一个看上去是方形的舱
体。而且这个独一无二的外形，还
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技术
实验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李喆介
绍，外面设置暴露实验平台，主要

是为了方便机械臂到时候去抓取
载荷安装在这个平台上。

气闸舱外方内圆，里面圆柱
状的是航天员出舱活动时的“更
衣间”。在出舱气闸的壳上，有一
个直径达1米的大门。航天员从这
里进进出出，不仅更加方便，而且
还能携带大个头的设备出舱工
作，舱外工作能力大大提升。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
系统主管调度魏邦友介绍，从整
个空间站系统的设计之初，气闸
舱一直是出舱的一个主份舱，有
12立方米。它里面的空间更加大，
而且舱门也更加大，航天员更加
舒适和方便。

据央视新闻

气闸舱的大门直径达1米

葛延伸阅读

据悉，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
安分院(以下简称西安分院)研制
的中继终端为此次航天员太空出
舱提供全程通信保障，航天员乘
组出舱画面及与地面通信均通过
该院研制的中继终端传回地面。

太空出舱后，航天员将面临
太空空间环境的严峻考验。因此，
进行出舱活动时与地面建立高速
及时的测控通信尤为重要。西安
分院为空间站问天实验舱研制的
中继终端是中国第三代中继终端
产品，中继终端的通信测控数据
传输更加迅速，保障地面与空间
站的联络畅通无阻。

西安分院表示，这就好比在
太空中搭建了地面与中继卫星、
中继卫星与航天员之间的通信

“天路”。对于保证地面与航天员
的持续通信发挥着重要作用。通
过搭建“太空天路”对问天实验舱
进行远程操控，虽看似简单，但实
现起来不仅需要跨越近4万公里，

还必须在2分钟时间内快速搭建
完成，更要确保全程稳定运行，系
统复杂性可想而知。

在此次任务中，航天员要实
现长时间驻留，这对中继终端通
信测控能力提出考验。通过中继终
端建立的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建成
之后，将地面对问天实验舱以及空
间站的测控覆盖率提高至90%以
上，确保问天实验舱在绝大部分时
间都保持着与地面的实时通信。

通过中继终端搭建的天基测
控通信系统，可以同时实现对天
舟四号、神舟十四号、问天实验舱
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远程驾
驶”，对整个空间站的飞行器同时
进行通信测控，所建立的星间链
路可以实时向地面传输交会对接
画面等数据。

从神舟七号开始，西安分院
载人航天工程团队为载人航天的
每艘飞船和每个空间舱都配备了
中继终端系统并推动产品升级换
代，实现了多次技术飞跃。从“天
地通话”到航天员的太空授课，从
交会对接任务到执行天舟一号

“太空加油”任务，中继终端的应
用使中国天基测控通信得以成为
现实。 据中新社

“太空天路”全程护航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出舱

2022年4月17日 航天员乘组选定

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 点火发射

2022年6月6日11时9分 进入天舟四号“拆快递”

2022年7月25日 神十四航天员乘组进入问天舱

2022年9月1日 神十四航天员乘组进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9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拍摄的航天员陈冬

（上）、刘洋（下）开展舱外操作

的画面。 新华社发

神舟十四号“太空出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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