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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与天宫一号再次形成
组合体，首次手控交会对接成
功，这意味着我国完整掌握空
间交会对接技术，具备了建设
空间站的基本能力。

交会对接乃建空间
站前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
人、办公室副主任武平表示，
交会对接是载人航天的三大
基 本 技 术 之 一 ，掌 握 这 项 技
术 是 建 设 空 间 站 的 前 提 条
件。自动交会对接和手控交

会对接是当前采用的两大交
会 对 接 的 主 要 手 段 ，互 补 使
用可以有效地提高交会对接
的成功率。

武平说，去年神舟八号就
已经突破了自动交会对接技
术。这次先进行自动交会对
接，也是对这一技术进一步验
证。今天成功地实施了手控交
会对接，也就是说明我们全面
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突
破和掌握交会对接技术对实现
我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第二阶段
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为
我们后续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航天员6天完成6项
主要工作

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进行之
前，神九航天员已在天宫一号
里驻留了近 6 天。航天员系统
总指挥陈善广 24 日说，在这 6
天里，航天员已完成了6项主要
工作。

一是在两个航天器以自
动控制方式实施首次交会对
接 时 ，对 交 会 对 接 进 行 全 程
监视。自动交会对接过程中

如 果 出 现 异 常 情 况 ，航 天 员
将实施手动对接或撤离。18
日 的 对 接 非 常 顺 利 ，并 没 有
启用手控方案。

二是建立了天地同步的作
息制度。虽然航天员在太空每
90 分钟就经历一个昼夜，但这
次飞行要求航天员与地面同步
执行“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
时间表。

三是开展了航天空间医学
实验。陈善广说，三名航天员
出色完成了部分实验，对于进
一步认识人在空间长期飞行的
生理变化规律、完善将来中长

期飞行健康保障技术、提升人
在太空作用能力等具有重要意
义，也为将来空间站的工程设
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航天员还协同地面
完成了飞行器的照料与管理、
失重的防护与锻炼以及个人生
活照料等重要工作。

陈善广说，入轨以来，在
地 面 的 医 学 支 持 、心 理 支 持
和 专 业 支 持 辅 助 下 ，航 天 员
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基本
适 应 了 空 间 失 重 环 境 ，目 前
他们身心状态非常好。

综合新华社电

建设空间站 已具备能力
手控交会对接成功意味我国已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为建设空间站奠定基础

“天宫”7日 每天精彩不一样

第 日1

【镜头】18 日 17
时许，景海鹏、刘旺、
刘洋依次“游”进天宫
一号。面对镜头，3位
航天员第一次在中国
空间实验室留下了

“太空全家福”。中国
载人航天新的一页就
此揭开，中国人期待
千年的“天宫”生活就
此起航。

【解读】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
言人武平：这次任务
是第一次实施航天
员访问在轨飞行器，
首次实现地面向在
轨飞行器进行人员
和物资的运输与补
给。同时，任务将首
次考核天宫一号支
持保障航天员工作
生活的能力。

首次太空
拍“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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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日7

【镜头】24 日 12
时 55 分，随着3位航
天员驾驶的神九飞船
再次与天宫一号紧紧
相牵，中国载人航天
首次手控交会对接成
功，14时许，航天员再
次回到“天宫”。

【解读】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周建平：中国航天继
突破天地往返、出舱
活动之后，完整掌握
载人航天三大技术最
后一项——空间交会
对接技术，这意味着
中国成功叩开空间站
时代大门。

综合新华社电

首次实现
手控交会

第 日6

【镜头】23 日 12
时许，面对镜头，景
海鹏代表 3 名航天
员向全国人民、全球
华人致以节日祝福。
这是我国实施载人航
天飞行以来，航天员
首次在太空过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

【解读】北京飞
控中心天地通信系统
负责人贾文军：从神
九开始，地面可以向
太空发送图像，这是
一个突破。能与家
人、地面支持人员实
现面对面沟通，对未
来长期在轨生活的航
天员来说意义重大。

首次太空
过端午节

第 日5

【镜头】22日，在
“天宫”与神九组合
体正常飞行下，刘旺
操作控制手柄，对组
合体飞行姿态进行
控制实验。这是中
国航天员首次在空
间控制飞行器姿态，

“开飞船”取得成功。
【解读】航天员系

统总指挥陈善广：“开
飞船”需要航天员们
密切配合。在太空这
几天，神九航天员默
契配合，出色地完成
了飞行器操作、生活
照料和部分空间医学
实验项目，获得了很
多有价值数据。

首次空间
“开飞船”

第 日2

【镜头】19 日 15
时 46 分，神九航天
员在“天宫”成功接
收来自祖国的第一
封电邮，首次开展的
天地电邮传输实验
获得成功。这天，航
天员们共收到 5 封
邮件，包括图片、文
档和视频，“天宫”邮
箱容量有8G左右。

【解读】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副
总工程师李剑：与发
送遥控指令不同，邮
件发送更方便、更灵
活。通过这种方式，
航天员不但能随时
与家属通信，收取自
己 喜 欢 的 电 影 、音
乐，还能接收地面传
送的指导性视频、飞
行计划。

首次天地
传输电邮

第 日3

【镜头】20 日中
午，在刘旺和景海鹏
的帮助下，换下工作
服的刘洋蹬起了“太
空自行车”，这是特
意为航天员锻炼所
准备的自行车功量
计。这是中国航天
员首次在太空使用
自行车功量计。

【解读】航天员
系统副总设计师李
莹辉：与以 往 中 国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相 比 ，这 次 航 天 员
的空间驻留时间由
几 天 增 加 到 十 几
天。“太空自行车”
与其他锻炼设备可
以使航天员展开自
主锻炼，对抗太空微
重力环境对健康产
生的影响。

首次太空
“骑自行车”

第 日4

【镜头】按天地
同步作息制度，航天
员一日三餐，轮流值
班。每天工作、睡眠
各约 8 小时、生活照
料约 6 小时、个人休
闲等约2小时。21日
傍晚，进行天地双向
视频通话的刘旺吹
起了口琴，从太空中
向妻子送去祝福。

【解读】航天员
系统总体室主任刘
伟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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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昼夜更替频
繁的太空按天地同
步原则安排任务，白
天工作，夜晚以休息
为主，有助于航天员
保持健康。

天地同步
作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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