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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之后，中国空间站有哪些新安排？
神舟十二号返回地球，三名刷新了中国

最长单次驻太空时长的航天员抵达北京，紧
接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并成功与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对接。短短一周时间，中
国航天又完成多个重要任务，向前的脚步却
越走越快。

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离开太空站
后，中国空间站将经历一段“无人期”，而接
下来则是更加令人兴奋的神舟十三号的发
射。届时该飞船将再次搭载三名航天员来
到空间站，并将在此驻留约半年。如果一切
顺利，这也会打破神舟十二号飞船三位航天
员在空间站90天的驻留记录。

今年以来，中国航天取得了一系列成
绩。

从长征七号改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到嫦娥五号轨道器飞抵日地引力平衡点，再
到“天问一号”登陆火星……不少人把 2021
年视为中国航天的“大年”。其实，中国航天
技术的进步有迹可循，每一步都是稳扎稳
打，为下一步技术目标做准备。

这其中，神舟十二号就是这个航空大年
里最关键的核心任务之一，它担负着承前启
后的作用。

首先只有完成了空间站核心舱的发射，
才能保证空间站在轨道能正常运转；其次，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能成功将货物运往空间
站，保证到时候空间站中宇航员的补给；最
后才会进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运
送我国第一批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而神舟十二号也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近看是为了接下来三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中
更长时间的驻留打基础，而更重要的，整个
近地空间站其实也是为了未来宇航员登月，
甚至着陆火星等做前期准备。

那么，神舟十二号飞船的三位宇航员在
空间站中到底完成了哪些任务？接下来中
国空间站又有哪些新安排呢？

在太空漫步，在太空站里做实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

启明介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入轨后，已按计划完成了 9类 42项测试，主
要包括平台基本功能、交会对接、航天员驻
留、机械臂爬行与在轨辨识、出舱功能以及
科学实验柜等测试内容。

首先，今年 6月 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这是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后，首次与载人飞
船进行的交会对接，验证了载人飞船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技术。据了解，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
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
舟二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三舱（船）组合体，
此次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其次，在三位航天员进入天和号后，要
对核心舱组合体进行日常的管理。日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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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则是对宇航员来说颇有挑战的两

次出舱活动及舱外作业。宇航员的出舱活
动也被称为太空行走，由于极端的太空环
境，太空行走通常比较危险，航天员们出舱
所需穿戴的航天服甚至被称之为微型航天
器，也因此太空行走颇受人们的关注。

7月4日，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中
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已
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并已完
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
等工作，并在机械臂支持下，相互配合完成
了空间站舱外全景相机抬升的操作。

刘伯明、汤洪波的此次出舱活动，首次
检验了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的功
能性能，首次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
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
性与安全性，也为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的顺
利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8月 20日航天员
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再次出舱活动，先后
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抬升等
任务。

空间站外的宇宙瑰丽无比，刘伯明惊叹
道：“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开舱门出舱的那一
刻。俯瞰美丽的地球家园，横望远处的天地
线，月亮仿佛就在我左手边高高悬挂，右侧
太阳直射过来，真是惊叹宇宙的浩瀚神奇。
两次出舱感言也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
音，宇宙浩瀚路迢迢，亿万儿女架天桥。”

第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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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的意义
重大，过去，在国际空间站上开展包括人体
研究与生命科学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天
文观测、地球观测，以及新技术开发验证等
等，迄今已进行了 3600多项研究，产出 3000
多篇论文。

据汤洪波介绍，在中国的空间站内，主
要将开展太空失重物理、航天医学、人类基
因工程三大类实验。研究失重环境下特殊
物的物理现象，以及太空飞行，对航天员身
体、心理、操作行为、运动特点的影响。

未来，我国空间站的逐步建设，太空中
重要实验及研究还将更加多元和深入。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中国
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主任高铭
曾表示，我国空间站已经在空间生命科学与
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
球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 4个重要
领域制定了系统的、长期的规划，将研制一
大批科学研究设施，支持在轨开展1000余项
研究项目。

在宇宙里健身
最后则是空间站内航天员自身的健康

管理。虽然天和舱内的环境已经调整的尽
可能与地球类似，但在太空的极端环境下，
空间站内仍有诸多困难需要宇航员来克服，

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长时间太空飞行中的
微重力问题。

航天员长期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生
活，血液、肌肉和骨骼不再受到地球上熟悉
的重力刺激，空间站中缺少了重力，会导致
骨质流失、肌肉质量和力量减弱、出现心脏
和血管以及视力模糊等问题。因此，地面工
作人员会根据航天员的身体情况做出“锻炼
规划”，航天员们则在太空中“健身房”内进
行各类运动，以此保持身体的健康。

航天员的免疫系统在太空中也会发生
变化，因此航天员们回到地球后通常会进行
一定时间的隔离来帮助身体重新适应地球
的环境，并不是网上所猜测的所谓“太空病
毒”又或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通常来
说，宇航员们的隔离分为医学隔离期、医学
疗养期和恢复疗养期三个阶段，由紧到松，
在帮助宇航员逐渐恢复健康的同时慢慢增
加他们的活动量，接着为日后的任务做准
备。

神舟十二号飞船刚返回不久，神舟十三
号飞船也已经整装待发，预计在今年10月份
将有新的三名宇航员进入空间站驻留约半
年。据了解，明年中国航天还将会有多次发
射任务，其中计划发射2个实验舱、2艘神舟
载人飞船、2艘货运飞船。通过这几次发射
任务，我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工作将会完成
并转入到运营阶段。

建设和运营空间站是衡量一个国家经
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之
前也仅有美俄拥有空间站。目前在运营的
国际空间站（ISS）可能会在 2024年退役，届
时中国空间站（预计 2022年投入运营）可能
成为国际上唯一在轨的空间站。此次三名
宇航员完美完成任务归来也表明我国有独
立完成空间站建设和运营的能力，未来，我
国在完成轨空间站的建设以及投入运营后，
也将吸纳国际宇航员进入空间站进行共同
合作。

目前已有 17个国家的 9个项目成为了
我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西强曾表示：“目
前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计划于 2022年前后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
空间站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建成
中国空间站将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
多‘中国贡献’、提供更优‘中国方案’。未来
空间站任务中，中国载人航天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在设备研制、空间应用、航天员培
养、联合飞行和航天医学等多个方面，积极
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成
果。”

不得不说的是，我国的空间站由国内自
主研发，因此不同于国际空间站的英文操作
系统，我国空间站内的操作系统全部为中
文，不少计划前往中国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
的国外宇航员开始把中文纳入其必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