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训起来也很苦，

也很累，因为水槽训练有0.4

个大气压在10米的水下，服装又

重，不管握手、弯臂、卸螺丝，安装什

么东西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 针

对神十二任务，我们准备了一年

多，我认为具备了这个能力了，

我对完成这次任务还是

充满了信心。”

航天员要与机械臂“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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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9时22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时隔5

年，神舟再度飞天，太空再次迎来中国人的造访。

承担本次任务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

汤洪波三人组成。他们将在空间站驻留3个月，是中国迄

今为止时间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4次飞行

任务，同时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

启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将于2022
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

空实验室。之后，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

与发展阶段。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今明两

年将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

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以及4次
载人飞船发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四大

特点，将为后续空间站建造及应用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积累宝贵经验。

一是将进一步验证载人天地往返

运输系统的功能性能。

改进后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火箭提

高了可靠性和安全性；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新增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径向交

会对接和180天在轨停靠能力，改进了

返回技术、进一步提高落点精度，还将首

次启用载人飞船应急救援任务模式。

二是将全面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

保障技术。

通过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

工作生活3个月，考核验证再生生保、空

间站物资补给、航天员健康管理等航天

员长期太空飞行的各项保障技术。

三是将在轨验证航天员与机械臂

共同完成出舱活动及舱外操作的能力。

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支持下，首次

开展较长时间的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的

设备安装、维修维护等操作作业。

四是将首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搜

索回收能力。

着陆场从内蒙古四子王旗调整到

东风着陆场，首次开启着陆场系统常态

化应急待命搜救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二号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

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和核心

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

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

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3个月后，搭乘

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

根据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总

体安排，三名航天员在轨期间将主要完

成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

管理，包括天和核心舱在轨测试、再生

生保系统验证、机械臂测试与操作训

练，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管理等。

二是要开展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

作业，包括舱外服在轨转移、组装、测

试，开展舱外工具箱的组装、全景摄像

机抬升和扩展泵组的安装等工作。

三是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

试验。进行空间应用任务实验设备的

组装和测试，按程序开展空间应用、航

天医学领域等实（试）验，以及有关科普

教育活动。

四是要进行航天员自身的健康管

理。按计划开展日常的生活照料、身体

锻炼，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身健康

状态。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

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

3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

场。3个月的太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吃

饭、洗澡、上网怎么办？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相对充裕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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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

生活区内有独立的睡眠区、卫生区、锻

炼区，还配有太空厨房及就餐区。其中锻炼

区配备有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极大地提

高了航天员的太空生活质量。

120余种航天食品
在航天食品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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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睡觉自由”
在太空中，航天员也能实现“睡觉自

由”，能够享受独立的睡眠区，确保睡觉不受

干扰。虽然依然要把自己“装进睡袋”，但实

现了从“站睡”到“躺睡”的变革。

包裹式淋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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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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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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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足够的生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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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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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两次出舱活动

吃得好睡得好
还能说“悄悄话”

本次任务航天员乘组选拔按照“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式，结合航
天员飞行经历、相互协同能力等方面，选拔出飞行乘组。每名航天员训练
均超过了6000学时。特别是针对空间站技术、出舱活动、机械臂操控、心
理以及在轨工作生活开展了重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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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海胜 1998年 1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5年和

2013年分别执行了神舟六号、十号飞行任务，并入选神舟五号、七

号、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作为首批航天员，聂海胜参与了载人

航天三步走全过程，见证中国航天进入空间站时代。时隔八年，再度

出征。这对57岁的聂海胜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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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刘伯明同样是我国首批航天员，他曾于2008年与

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搭乘神舟七号飞船飞向太空，并协助翟志

刚完成出舱。此次飞行任务，他将主导出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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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汤洪波是神舟十二号任务飞行乘

组中的“新人”，2010年5月入选为我国第二

批航天员，是同批航天员中最为刻苦的老大

哥。11年中，汤洪波曾与飞天梦一步之遥。

2016年的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中，汤洪波成

为备份航天员。

“一步之遥没有飞

天，到今天又是几年过去了，我

感觉时间过得漫长但是又非常快。

有一首歌不是叫《十年》嘛，我的前面十

年是作为一名空军的飞行员为空军奉献；

中间的十年，是作为一名航天员，没有飞

的航天员一直在为了飞行做准备；可以

预见将来的十年，空间站时代就是我

厚积薄发为空间站建设贡献自

己力量的时候。”

空间站工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复杂的航天系统工程。我国空间站的发展分成技术

验证、组装和运行等三个阶段。天路九重，探索太空，中国载人航天迈向空间站的探索步

伐无比坚定。

2008年9月 神舟七号升空，实现航天员太空行走。

2011年9月 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

2011年11月 神舟八号发射升空，实现无人对接。

2012年6月 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实现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

2013年6月 神舟十号发射成功，完成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应用性飞行。

2016年9月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

2016年10月 神舟十一号载人舱发射升空，与天宫二号对接。

2017年4月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上演了浪漫的“太空之吻”，完成首次“太空加油”，

验证了货物运输和推进剂在轨补加。

2019年7月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轨飞行1036天后，返回地球。

2020年5月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正式拉开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我国航天进入了“空间站时代”。

2021年4月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质量达22.5吨的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

2021年6月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根据任务

安排，后续将实施一系列飞行任务，于

2022年前后建成在轨稳定运行的空

间站。

视野视野

“神舟7号的时候，

出舱活动主要是验证一下我

们的舱外服，是出得去，回得来，然

后舱外的简单作业。我们神舟十二

飞行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就不可同

日而语了。人和机械臂要配合，这个

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但是，我

也非常有信心，能坚决圆满完

成这次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