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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收到地面首封电邮
共接收5封电邮，内容包括图片、文档、视频；欲向航天员发电邮，需向北京飞控中心申请

昨日 15 时 46 分，神舟九号航天
员飞行乘组在天宫一号成功接收祖
国第一封电子邮件。首次开展的天
地电子邮件传输试验获得成功。

邮件内容
其中含约10秒长动物视频

昨日，北京航天飞控中心按计划，
将精心选编的包括图片、文档、视频在
内的数据包，通过专用的软硬件平台
向天宫一号发送，随后，航天员在终端
显示系统看到了来自地面的邮件。

据介绍，航天员共收到5封邮件，包
括一幅鲜花图、一幅五星红旗图、一幅风
景图片等，以及约10秒长的动物视频。

邮件收发
航天员暂不能回复邮件

据悉，天宫的邮箱是 TG01，代表
“天宫一号”，其容量有8G左右。

北京航天飞控中心软件室工程
师程肖介绍，因为通信链路上的要
求，每封邮件有最大长度要求，一封
邮件最大可发容量为 80K，所以地面
上的一封邮件要拆分成 5 封发到天
上。在邮件发送出去的同时，天宫一
号的仪表会提醒航天员有新邮件到
来，天上的下载速度也是很快的。

据介绍，目前没有互联网，只能
通过飞控中心向天上发送，航天员也
不能回复邮件。“发邮件和打卫星电

话一样贵，约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钱。”
北京航天飞控中心总体室工程师王霄
军说，未来空间站会计划将邮件容量
进一步增大，和地面上班一样，航天
员能够随时接收到工作安排。

试验意义
将可随时接收地面指令

据介绍，这是地面第一次以邮件
的形式向航天员传送信息。通过这
种方式，航天员不但能随时接收地面
发送的飞行计划、文本信息，还能接
收新的视频、音乐、图片等资料，极大
地丰富了航天员的太空工作和生活。

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副主任麻永平
表示，航天员如果要长期在轨在空间
站驻留的话，对航天员各种信息的交
互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手段的建立
和完善，对后续工程有很多借鉴意义。

发送条件
向天宫发邮件需先申请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软件室
主任孙军介绍，地面如果有用户要向
航天员发送电子邮件，需要向飞控中
心进行申请。经审批后，把电子邮件
的内容和相应附件提交给飞控中心，
然后经过飞控中心的天地电子邮件
发送系统，把邮件发送到天宫。

综合新京报记者仲玉维 新华
社 央视 东方卫视报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副总指挥邓一兵
19 日介绍，3 名航天员进入
天宫一号后，在太空中完成
多项预定工作，从18日23时
开始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
度，状态良好。目前，天宫一
号内的环境条件非常好，温
度在 22℃-23℃，湿度 40%，
整体环境相当舒适。

每日睡8小时休闲2小时

据悉，从 18 日 23 时开
始，航天员开始执行天地同
步作息制度，每天 8 时至 20
时为工作时间，安排交接
班，一日三餐，轮流值班。
每天工作约 8 小时、睡眠约
8 小时、生活照料约 6 小时、
个人休闲等约2小时。

“执行同步作息制度
后，按照预定计划安排，18
日晚由景海鹏值班，刘旺和

刘洋休息。”邓一兵说，“19
日，他们 6 点起床，开始全
天的工作，按计划开展飞行
器照料与管理、航天医学试
验。此外，还有目标飞行器
电子邮件、飞行计划上行及
短消息下行试验、双向视频
通话试验等工作。”

太空一个“昼夜”90分钟

与地面的昼夜更替不
同，在进入天宫的 24 小时
中，景海鹏、刘旺、刘洋 3 名
航天员，已经经历了 16 次
日出日落。这是因为天宫
一号每一个半小时就绕地
球飞行一圈，航天员每 90
分钟就经历一“昼夜”。

尽管如此，航天员在
“天宫”中的作息，依旧按照
北京时间进行。“进入组合
体运行阶段后，航天员的太
空生活将按照天地同步原

则安排。”航天员系统总体
室主任刘伟波说，在昼夜更
替频繁的太空按天地同步
原则安排任务，白天进行工
作，夜晚以休息为主，有助
于航天员保持健康。

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
太空的作息问题，早在载人
航天事业刚刚起步时就引
发了探讨。“太空一个‘昼
夜’90 分钟，人的作息时间
是一次循环好还是多次循
环好？研究表明，在近地轨
道的飞行中，保持人固有的
生物钟效率最高、健康状况
最好。”

未来几天，航天员还将
在“天宫”开展载人环境维
护操作、在轨航天医学试验
和更换维修性试验等工作，
这些工作也同样按照天地
同步原则安排进行。

综合新京报记者 仲玉
维 新华社 央视报道

【天宫生活】 航天员按北京时间作息
每天工作约8小时；人间一昼夜，“天宫”16天

昨日，景海鹏和刘旺在帮助刘洋骑太空“自行车”，进行锻炼。这也是我国航天员首次
在太空使用自行车功量计。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副总设计师李莹辉介绍，太空“自行
车”与我们平时使用的自行车不同。首先，航天员在使用前要先进行组装，在两名航天员
配合下大约10分钟可以完成。其次，为了防止航天员骑行时飘走，使用时要用束缚带将自
己固定在车座上。最后，太空“自行车”没有握把，航天员骑行时要扶住天宫一号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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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首骑太空“自行车”

【通话试验】

“神舟九号，我是北京，
下面进行双向视频通话试
验……请手持摄像机开始拍
摄。”昨日18时50分，地面与
航天员首次双向视频通话试
验正在飞控大厅进行。

“神舟九号报告，非常
感谢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
飞行乘组在天宫生活得非
常好，工作很顺利。请大家
放心。”同时，飞控中心大屏
幕上清晰显示着航天员乘
组集体挥手的画面。

此次航天员进入太空

首次实现了天地双向可视
通话，“天上人”和“地上人”
首次可以“面对面”通话。
以往，神五、神六、神七，地
球上的人可以看到航天员
的样子，但是航天员看不到
地球上的人。

神六发射时，聂海胜是
在外太空过的生日，他能听
到女儿唱给自己的生日歌，
却看不到女儿的样子。神七
任务时，航天员翟志刚成功
出舱，手举五星红旗向全国
人民、全世界人民送来问候

的时候，也无法看到飞控大
厅战友的目光。这次执行任
务的三名航天员，将不再重复
这种遗憾。从神舟九号开始，
地面可以向太空发送图像。

另一个突破是“多舱通
话”，以往任务天地间只有
一条信道，而这次信道增加
为多条，满足航天员多舱活
动的需要。不论航天员是
在实验舱还是在返回舱、轨
道舱，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分
别实现与地面的对话沟通。

新京报记者 仲玉维

首次视频通话：感谢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