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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航天员服装亮相

神舟十一号的发射举世瞩目。想知道
神舟十一号有哪些精彩看点吗？请看《经
济日报》记者从酒泉发回的报道——

看点一：
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

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
10 月 16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任务中，两名航天
员将要在轨飞行 33 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
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航天飞行，体现了我
国载人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

执行这次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的航天
员乘组由景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组成，
这个组合是一老一新的搭配。景海鹏是第
三次出征太空，而陈冬则是第一次。这两
名航天员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呢？

武平表示，这次乘组的选拔经过初选
和定选两个阶段。在初选阶段，对所有现
役航天员从思想政治素质、身体素质、心
理素质以及知识技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
核。在经过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初选选出
四名航天员。经过初选的四名航天员，在
定选阶段针对这次任务又进行了心理、操
作技能等方面的训练，并进行了综合考
评。最终，经选评委员会确定，由景海鹏
和陈冬组成本次任务飞行乘组。另两名备
份的航天员也同时参加了定选阶段的训练
以及后面的强化训练，都具备执行任务的
条件。

本次任务中，景海鹏和陈冬互为备份，
他们均具备飞船驾驶、组合体管理、手动交
会对接以及故障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在整个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将要完成飞船
的操控、在轨试验操作、健康保障、生活照
料以及科普演示等各项任务。

看点二：
6 天工作制、百种太空美食、

天地远程医疗

本次任务中，航天员需要在轨飞行 33
天，其中组合体驻留 30 天，这么长时间的
太空生活，如何保障航天员的健康工作呢？

随着空间飞行时间的增加，太空失重
环境对人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越来越
大，特别是心血管功能减退将会变得更加
突出，还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肌肉萎缩和骨
丢失问题。此外，长时间飞行后，航天员返
回地面时的重力再适应的时间会较长。

不要着急，科学家给航天员设计了完
整的医保预案，从生理到心理，全面呵护他
们的健康。

首先，航天员要劳逸结合。“这次任务
中，航天员将实行每周 6 天、每天 8 小时的
工作制，并且他们在天上是与我们地面执
行一样的作息时间。也就是白天 8 小时工
作，晚上要进行休息。”武平说。

其次，民以食为天，这次任务中，航天
员携带的航天食品非常丰富，包括主食、副
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和保健性食品，一共
100 多种食品。武平表示，执行任务前，这
些食品还经过航天员的试吃。“航天员在地
面进行试吃，他们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应
该说这些食品可以满足航天员在轨飞行期
间的能量摄入和他们的营养需求”。

航天员在太空还需锻炼和娱乐。在太
空中，航天员可用拉力器、自行车锻炼身
体，工作时穿着企鹅服，对心肺功能下
降、肌肉萎缩和骨丢失进行综合防护。本
次飞行任务还加大了对航天员心理支持的
力度。科学家们研制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
的心理舒缓系统，又升级了天地信息交流
系统，方便航天员与地面沟通。航天员在
太空可以传邮件，可以与亲朋好友进行视
频和音频交流，以此来缓解压力，保证心
理健康。

太空中没有医生太空中没有医生，，航天员如何进行医航天员如何进行医
疗保健疗保健？？

武平表示武平表示，，飞行期间将综合利用医疗飞行期间将综合利用医疗
问询问询、、基本生理指标检查基本生理指标检查、、尿常规检测尿常规检测、、心心
肺功能检查等手段肺功能检查等手段，，定期对航天员实施健定期对航天员实施健
康状态的评估康状态的评估。。将更加注重舱内微生物的将更加注重舱内微生物的
控制控制，，并配备了预防治疗的一些药品和相并配备了预防治疗的一些药品和相
关医疗器械关医疗器械，，保证航天员的健康保证航天员的健康。“。“此外此外，，在在

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建立起了天地远程医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建立起了天地远程医
疗支持系统疗支持系统，，通过天地协同的会诊来解决通过天地协同的会诊来解决
航天员的在轨航天员的在轨‘‘看病看病’’问题问题”。

看点三看点三：：
精彩的太空实验精彩的太空实验，，丰富的科丰富的科

普活动普活动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以后将开展多项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以后将开展多项
在轨试验在轨试验，，这也凸显了人在载人航天活动这也凸显了人在载人航天活动
中的地位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作用和价值。。

本次飞行中本次飞行中，，航天员将在轨接受医学航天员将在轨接受医学
超声检查超声检查。“。“地面可以实时检测到航天员的地面可以实时检测到航天员的
心肺功能心肺功能，，这在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中也是这在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中也是
第一次第一次。”。”武平说武平说，，两名航天员将在轨进行两名航天员将在轨进行
典型的维修操作典型的维修操作，，并验证人机协同的操作并验证人机协同的操作
技术技术，，还将在轨参与多项科学实验还将在轨参与多项科学实验，，比如更比如更
换空间材料制备的样品换空间材料制备的样品，，进行太空植物栽进行太空植物栽
培等培等。。

这次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飞这次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飞
行期间行期间，，开展的科普活动也将精彩纷呈开展的科普活动也将精彩纷呈。。

随神舟十一号飞船上太空的随神舟十一号飞船上太空的，，有香港有香港
中学生太空科技与设计大赛的三个试验项中学生太空科技与设计大赛的三个试验项
目目，，分别是太空养蚕分别是太空养蚕、、双摆双摆、、聚合物薄膜实聚合物薄膜实
验验，，航天员将在轨完成这些试验航天员将在轨完成这些试验，，这几项试这几项试
验将帮助中小学生掌握和了解微重力环境验将帮助中小学生掌握和了解微重力环境
下事物的状态变化下事物的状态变化。。

此外此外，，飞行期间还将开展多项展示性飞行期间还将开展多项展示性

活动活动，，比如太空日记比如太空日记、、家书载梦家书载梦、、挑战不可挑战不可
能等能等，，这些活动都会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这些活动都会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
和兴趣和兴趣。。

看点四看点四：：
神舟十一号飞船做了哪些神舟十一号飞船做了哪些

技术改进技术改进

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哥哥们哥哥们””相相
比比，，神舟十一号做了哪些技术改进神舟十一号做了哪些技术改进？？

武平介绍武平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充分继承神舟十一号飞船充分继承
了神舟十号飞船的技术状态了神舟十号飞船的技术状态，，主要功能和主要功能和
技术指标保持不变技术指标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为满足为满足
本次任务的要求本次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飞船的安全进一步提高飞船的安全
性性、、可靠性可靠性，，验证未来的航天技术验证未来的航天技术，，我们在我们在
三个方面进行了部分的技术状态更改三个方面进行了部分的技术状态更改。。

第一第一，，为了满足本次任务的要求为了满足本次任务的要求，，调整调整
了轨道控制策略和飞行程序了轨道控制策略和飞行程序。。目的是为了目的是为了
使神舟十一号飞船能够适应本次任务的交使神舟十一号飞船能够适应本次任务的交
会对接轨道和返回轨道从会对接轨道和返回轨道从 343343 公里调整到公里调整到
393393公里这一要求公里这一要求。。同时同时，，还优化调整了货还优化调整了货
物装载的布局方案物装载的布局方案，，使这次任务的随行货使这次任务的随行货
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

第二第二，，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可靠可靠
性性，，新增配置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端新增配置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端。。它它
显著扩大了测控的覆盖率显著扩大了测控的覆盖率，，提升了飞船姿提升了飞船姿
态快速变化时的天地通信保障能力态快速变化时的天地通信保障能力，，从而从而
提高了航天员的安全性和飞船的可靠性提高了航天员的安全性和飞船的可靠性。。

第三第三，，为了验证未来航天技术为了验证未来航天技术，，满足未满足未
来空间站对设备长寿命的要求来空间站对设备长寿命的要求，，还对神舟还对神舟
十一号飞船的交会测量设备进行了升级改十一号飞船的交会测量设备进行了升级改
造造。。

看点五看点五：：
太空约会在即太空约会在即，，天宫二号已天宫二号已

准备就绪准备就绪

还记得中秋之夜升空的天宫二号吗还记得中秋之夜升空的天宫二号吗？？
她在太空等了神舟十一号一个月了她在太空等了神舟十一号一个月了！！在过在过
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天宫二号的运行状态天宫二号的运行状态
如何如何，，是否已经做好跟神舟十一号交会对是否已经做好跟神舟十一号交会对
接的准备接的准备？？

武平表示武平表示，，目前天宫二号状态良好目前天宫二号状态良好，，
各分系统和设备工作正常各分系统和设备工作正常。。天宫二号入轨天宫二号入轨
后各应用载荷陆续开展了在轨的自检和初后各应用载荷陆续开展了在轨的自检和初
始状态设置始状态设置，，目前也是性能稳定目前也是性能稳定，，工作正工作正
常常。。自自 99 月月 2222 日开始日开始，，按计划开展了部分按计划开展了部分
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从
目前在轨测试数据和试验数据的结果看目前在轨测试数据和试验数据的结果看，，
这份这份‘‘成绩单成绩单’’还是比较理想的还是比较理想的，，符合我符合我
们的预期们的预期”。

目前目前，，天宫二号已调整至天宫二号已调整至 393393 公里的公里的
近圆交会对接轨道近圆交会对接轨道，，建立了交会对接姿态建立了交会对接姿态
和载人环境和载人环境。。经评估确认经评估确认，，天宫二号满足天宫二号满足
载人交会对接和航天员驻留的要求载人交会对接和航天员驻留的要求，，已经已经
做好了与神舟十一号交会对接的准备做好了与神舟十一号交会对接的准备。。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10 月 16 日上午，
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精神饱满，身着新款航天员秋冬常服，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首次与媒体见面。这是航天
员系列化服装的首次亮相。

记者从中国航天员中心获悉，记者见面会上
航天员穿着的秋冬常服，是航天员地面系列服装
中的一种。自 2015 年 5 月以来，针对未来航天飞
行任务，中国航天员中心组织开展了航天员专用
服装的系列化设计，主要包括在轨系列服装、地面
系列服装和服装配饰。

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服工程研究室副主任席
林斌表示，在航天员专用服装系列化设计中，充分
考虑服装的穿着场合、功能、美观、舒适和工效学
要求，从艺术设计、材料选用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论
证，有效展示了航天员良好形象和职业特点。

此次记者见面会上，航天员穿着的秋冬常服
主色采用航天传统的蓝色系，不同深浅蓝色系的
组合设计源于天际线和太空的色调元素。胸前蓝
色“V”形图案，意味着任务的圆满成功，展示航天
员威武庄重的气质。秋冬常服采用中厚型毛纺面
料，折皱恢复性好，适合常服穿着的外观要求。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名航天员的左上臂配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标志，右上臂配有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右胸前自上而下是航天员标
志、姓名牌和航天飞行荣誉标志，左胸前自上而下
是国旗、已执行的任务徽章。由于景海鹏已执行
过神舟七号和神舟九号两次航天飞行任务，所以
他的航天飞行荣誉标上点缀着两颗五角星，左胸
前佩戴了神舟七号和神舟九号的任务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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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鹏简历

陈冬简历

陈冬，男，汉族，籍贯河南郑州，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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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籍贯山西运城，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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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
空军某师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安全飞行
1200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
1月，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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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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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新款航天员作训大衣

。（效果图

）

▼ 航天员景海鹏（左）、陈冬（右）在答记

者问。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两位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上两位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上。。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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