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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进

入近地轨道。3 位航天员乘坐飞船停靠于我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顺利进入核心舱，成为第

一批进入空间站核心舱的航天员。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任务的首次

载人飞行，也是阔别 5 年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

入太空。出征前，3 位“神十二”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此次任务和以往有什
么不同？

工作量大，太空停留 3 个月，出

舱活动时间长、任务重，一次出舱长

达 6 个小时左右

记者：“神十二”任务中，航天员要完成哪些

工作？和以往载人飞行有什么不一样？

聂海胜：空间站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的第三步。神舟十二号任务是空间站

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任务工作量非常大。比如，我们进入

核心舱后，马上要建立适合人生活、居住的环

境，后续还要到舱外做安装维护。和神舟七号

任务出舱不同，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出舱活动时

间长、任务重，一次出舱长达 6 个小时左右。还

要第一次进行人和舱外机械臂配合，复杂性和

艰巨性会超出想象。

二是这次任务在轨时间长达 3 个月，对生

活、健康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加强健康维护、

生活能力训练，去摸索如何更好地适应太空工

作、生活。

三是和空间实验室相比，空间站是更大的

科学平台，我们要做的空间实验、技术试验更

多、时间更紧。

刘伯明：“神十二”任务和“神七”任务相比，

出舱活动有很大不同。“神七”出舱主要是验证

舱外航天服出得去，回得来，以及较为简单的舱

外作业。“神十二”任务计划要执行两次出舱任

务作业，每次作业长达数小时，需要航天员具备

强健的体魄、强大稳定的心理素质。

记者：可预料的困难有哪些？

刘伯明：第一个难点是快速交会对接。我

们现在已经有航天器快速交会对接的能力。神

舟十二号飞船进行快速交会对接后，我们就马

不停蹄地进入空间站核心舱，这时候考验航天

员在太空的身体适应能力。在适应的同时，我

们要拆盖板、将货包取放归位，建立生活工作环

境、维护生命保障系统正常运转。

随后，为了准备第一次出舱，我们要提前准

备。连续两次出舱任务，间隔时间也很短。出

舱 过 程 中 ，将 进 行 首 次 人 和 机 械 臂 的 协 同 配

合。机械臂只是大范围地摆动，把航天员载到

舱外作业点附近。在舱外作业点进行精细操

作，一个人携带的工具有限，操作难度大，有可

能需要另外一名航天员配合，两个人共同到作

业点把任务完成。因此，既考验机械臂操作的

可靠性、安全性、灵活性，是否会和舱壁发生碰

撞等，也考验航天员在舱外的配合能力。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我们在地面时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协同演练配合。实际执行

过程中，是否能够那么顺利，无法预知。我们在地

面苦练、巧练，在太空时也要严格按照手册执行，

现场操作时还要充分发挥航天员的主观能动性。

3个月的太空生活什么样？
带的平板电脑可以上网，也会在

失重环境下理发

记者：人们都很向往太空生活，听说这一次

任务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聂海胜：我们具备天地之间随时拨打电话的

能力，但不一定随时拨打。在相对空闲的时候，

我们会和地面做一些交流，包括向家人问好。我

们 带 的 平 板 电 脑 可 以 上 网 ，出 舱 时 候 也 连 着

WiFi，当然，都是空间站舱段内部的局域网。

记者：这次在太空停留 3 个月，怎么理发？

聂海胜：我的“专业理发师”就是我身边的

搭 档 。 我 们 在 地 面 练 了 很 多 次 ，互 相 帮 忙 理

发。当然，在太空失重环境下理发和地面不一

样，头发会飘散。我们在理发推子上套了一个

类似吸尘器一样的东西，可以把剪下的头发吸

进去。

记者：听说航天员可以随身带一些私人物

品，是这样吗？

汤洪波：我带了一些。我的孩子现在上初

中，他非常幽默、乐观，是我的骄傲。我录了许

多我爱人和儿子的日常生活视频，工作之余我

会回顾这些家庭生活，放松一下。

进行了哪些艰苦的训练？
每次水下训练都要坚持 6 小时，

水槽训练后，拿筷子都费劲

记者：如此繁重的任务，需要超乎寻常的训

练准备。

聂海胜：对！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们在地

面强化了很多不同的训练，包括一对一训练、低

压舱训练、水槽训练等，我们只有具备矢志不渝

的信念、坚忍不拔的意志、精湛高超的技能、强

大稳定的心理，才能成功完成这次任务。

刘伯明：各方面的训练强度都加大，低压舱

训练风险最高，因为是真空环境。我们在低压

舱内进行了多次针对特殊情况的训练，来考验

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的反应能力和纠错能力，是不是每次都能做到

百分百正确。

最苦最累的是水槽中的训练。大家都知

道，要走出密封舱到太空进行出舱活动，就必须

穿舱外航天服，所以在水槽中模拟太空失重环

境，穿着相当于舱外航天服的水下训练服进行

训练。“神十二”任务的舱外作业时间长，我们在

水下训练基本都是 6 个小时，在水下高强度训

练，往往得靠信念和毅力支撑。

记者：据说每次水槽训练后，拿筷子都费

劲，有什么好的办法适应？

聂海胜：针对水槽训练，我们首先是加强体

能训练，其次是增强上肢力量，第三，随着水下

训练次数越来越多，对心肺功能、上肢力量都是

锻炼的过程，坚持下去就会适应。

汤洪波：水槽训练是“神十二”任务必须训

练的项目。我在水槽训练中，能克服体能挑战，

但身处舱外航天服这样狭小空间里会感觉很憋

屈，一进去就想出来，非常烦躁，有一段时间甚

至是寝食难安。但执行空间站任务，必须穿舱

外航天服工作。后来，我发现把舱外航天服的

温度调低，感觉会好一点。再结合自己学到的

心理调适方法，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我穿着

舱外航天服感觉非常舒服，工作几个小时也没

有不适。

记者：出舱活动在空间站将变成常态，因此

也是训练的重点。

汤洪波：我们的训练重点之一，毫无疑问就

是出舱。整个出舱程序非常复杂，专业知识、操

作技能都很繁杂，信息量巨大。大家都关注出

舱那一刻，其实航天员在出舱前要准备很多天，

出舱当天也要准备好几个小时才能打开舱门执

行出舱任务。

刘伯明：针对出舱活动，地面训练强度很

大，因为要考虑出舱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地面训练内容无法完全预测在天上执行任务时

的状况。但我们现在手段很多，比如航天员在

轨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时，地面团队第一时

间快速进行辅助解答，随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

持。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要提升的是身体适应

能力、能量的储备。出舱当天，早上 6 点多就要

开始准备，到舱外作业、返回，时间很长，对体能

消耗很大。

我很期待站在机械臂末端那一刻，面向整

个茫茫宇宙，随着机械臂摆动，会有一种飞翔的

感觉。

记者：模拟太空生活的密闭生活训练，是为

了达到什么效果？

汤洪波：主要是为了检验航天员持续工作

的专注力，有些训练项目是在极端条件下，考验

航天员在空间环境的应急能力，考验和磨砺航

天员的意志品质。比如，在狭小密闭空间，72 小

时不睡觉，还要持续工作，并保持准确性。我们

在地面做过一个月的密闭训练，完全模拟进入

空间站后的整体飞行程序，包括工作、生活、废

弃物的处理等。

航天员乘组如何团结协作？
3 位航天员有分工、有配合，对

任务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记者：3 位航天员怎么分工？

聂海胜：有句话叫“分工不分家”。在“神十

二”任务中，任何单项操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完成。任何需要两个人完成的任务，我们两两

组合，3 种模式都可以完成。3 个人一起密切配

合完成一项工作，那更是一个整体。这是载人

航天任务的特点。我们在一起训练一年多，彼

此之间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比如我和刘

伯明有过太空体验，知道地面和天上的操作有

区别，操作要更加严谨，天上生活的习惯、作息

规律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记者：作为搭档，你们互相评价一下吧。

聂海胜：我和刘伯明都是首批航天员，在

一起工作 20 多年。大家都很熟悉刘伯明。他

非常聪明、敬业，喜欢动脑筋，对于一些细微操

作研究得非常透彻，对团队的训练、任务提出

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我很愿意和他共同完成

任务。

汤洪波是第二批航天员，曾是神舟十一号

任务的备份航天员，经过了严格、系统的训练，

在 5 年前就具备执行飞天任务的能力。“神十

二”任务是首次空间站载人飞行任务，要做大量

的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他进入这个乘组，说

明专家对他非常认可。汤洪波平时对自己要求

比较严格，非常谦虚好学，性格好，我对他充满

信心，非常信任。

刘伯明：聂海胜执行过两次飞天任务，经历

过多天飞行，“神十”任务进行过交会对接，经验

很丰富。他是这次任务指令长的最合适人选。

我执行过“神七”出舱任务，对出舱任务很

有信心，这些年也一直在准备空间站任务。我

们既有分工，也会密切配合。

汤洪波训练非常刻苦，工作踏实可靠，他这

种认真的劲儿、肯吃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他相对年轻，在电子信息、网络等操作方面能够

和我们互补。我们对他非常信任。

汤洪波：这次是我的首次飞行，很荣幸能够

和聂海胜、刘伯明一起飞行，他们都有过飞行经

历。聂海胜执行过“神六”“神十”的飞行任务。

刘伯明执行过“神七”的出舱任务。在“神十二”

任务的准备过程中，他们非常严谨、细致、认真，

我要学习他们的冷静、坚定、果断、沉着。尤其

是他们都是多次飞天、多次备份，还一直为“神

十二”飞行训练、准备。这就是一心只为飞天，

一生只为飞天，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对这

次任务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记者：第一次飞天的航天员，能够入选“神

十二”乘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汤洪波：最重要的是工作的严谨态度。尽

管我们十年如一日地训练，很多事情闭着眼都

能做正确，但是你不能真闭着眼做，要确保万无

一失，必须细致，还要勇敢。

执行飞天任务有什么感受？
经历了 3 个“8 年”，从一人一天

到多人多天，再到太空出舱，见证科

技不断进步

记者：聂指令长，您从成为航天员到执行 3
次飞天任务，差不多都相隔 8 年左右，这 3 个“8
年”有什么不一样？

聂海胜：我 在 1998 年 加 入 中 国 航 天 员 大

队，到 2005 年执行神舟六号任务，这属于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第一步；8 年后的 2013
年，我执行了神舟十号任务，这属于第二步的空

间实验室阶段；8 年后的现在，我执行神舟十二

号任务，这已是第三步的空间站建设阶段。

每一个 8年都不一样。随着我国载人航天技

术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我们的任务越来越多，时间

越来越长，对航天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作 为 一 名 航 天 员 ，我 的 成 长 与 国 家 航 天

事 业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 我 们 赶 上 了 一 个 好 时

代 ，国 家 有 经 济 实 力 、科 技 能 力 ，发 展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把 我 们 送 上 太 空 。 生 活 在 这 样 一 个

时代，能为祖国载人航天事业作贡献，我感到

非常幸福。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能在党的百年华诞

之际执行神舟十二号任务，倍感自豪。我们的

状态就是时刻准备着，我们的使命就是圆满完

成任务。在飞过祖国上空的时候，我会在心里

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

记者：经历了 3 个“8 年”，您对航天技术进

步有哪些感受？

聂海胜：感受非常深。“神五”是一人一天，

“神六”是多人多天，“神七”是太空出舱，“神九”

“神十”“神十一”，太空生活从 12 天、15 天到 30
天的跨越。“神十一”为什么能在太空生活一个

月，是因为背后强大的科技支撑能力。这么多

年来，我们在太空的衣食住行、工作环境、通信

条件、安全保障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比 如 ，我 们 在 太 空 生 活 的 空 间 越 来 越 宽

敞。神舟五号任务时航天员没有进入轨道舱活

动，到“神十”的时候，就有“两室”，3 个航天员

中，两个人可以睡到“卧室”里，一个人打“地铺”

睡在地板上；空间站更是变成了“三室两厅”，这

是空间大小的变化。

我和费俊龙执行“神六”任务时，轨道舱温

度比较低，吃饭加热的比较少。之前食品周期

是 3 天，现在我们做到了 7 天一个食品周期，可

以吃到更丰富多样的口味。

之前我们都是从地面携带水和氧气上去，到

了空间站阶段，我们要在太空生活 3—6 个月，通

过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实现重复利用，冷凝水、

汗液重新收集净化成再生水，经过处理就变成纯

净水。

记者：执行过飞天任务的航天员再上太空，

心情怎样？

刘伯明：在我们模拟器训练大厅，这样一句

话非常醒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这一

直激励着我不断探索前行。

每次任务都要重新归零，每次任务都要重

新开始，我们要保持第一次的热情、激情，也要

保持第一次精细操作的踏实作风。13 年刻苦训

练，13 年耐心等待，13 年热切期盼，再度飞天，

可以说心驰神往、心潮澎湃。对于航天员个体

而言，保持强健的体魄不难，因为我们有一套科

学的训练方法。难的是十几年还保持那份热

情、那份激情。

星星只有闪烁在太空中才是最美的，否则

它就是一块苍白的岩石。对我们航天员来说，

要感谢党，感谢祖国，有了国家这个强大的后

盾，赶上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才能为祖国的航

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选拔一个优秀的航天

员不容易，党和人民培养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只

有圆满完成任务，来报效祖国。我对再度飞天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指令长聂海胜和小

师弟汤洪波的默契配合下，我对完成任务有决

心有信心。

记者：航天员首飞往往要经历多年的等待，

能讲讲感受吗？

汤洪波：我在 2010 年 5 月 5 日进入航天员大

队，成为中国第二批航天员。我也一直想，这么

多年的训练，什么时候能够把我学到的本领用

上，去太空执行任务？漫长的等待，其实比高强

度训练更具挑战性。但有飞天梦的牵引，我十

年如一日保持好状态。我相信，未来的十年，将

是为空间站建设贡献自己力量的十年。

我很喜欢飞行的感觉。这一次我的“坐骑”

是火箭，将飞向几百公里高的空间站。我期待

能够很快克服失重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尽快建

立起空间站核心舱的居住环境，期待我们圆满

完成任务重新返回地球的那一刻。

聂海胜：我们一直期待空间站时代的到来，

为此奋斗了多年。空间站建好后，就是我们中

国航天员在太空的家，将迎来一批又一批航天

员。将来，也有可能迎来国际航天员加入我们

的大家庭，在这个太空平台做更多的科学研究，

用这些成果造福全人类。

与“神十二”航天员面对面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吴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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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执行“神十二”任务的航天

员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汤洪波、聂

海胜、刘伯明。 徐 部摄

图②：航天员在核心舱模拟器内

训练。 徐 部摄

图③：聂海胜在进行水下训练。

孔方舟摄

图④：6 月 17 日上午，搭载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

载火箭腾空而起。 杨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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