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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放心，我们已经高质量地完成了

飞船总装工作，祝你们一切顺利，圆满完成任

务，平安凯旋。”10 月 15 日深夜，在发射前一

个半小时，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装

与环境工程部的神舟飞船总装团队顺利完成

了关舱门任务，并向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送上了祝福。

这支团队由神舟飞船总装班组长张舸

领衔。上一次，神舟十二号关舱门任务由张

舸带队担负，此次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关

门重任则由他团队中的贾海利、张博、张亮

3 人担当。他们守护在飞船舱门处，帮助身

着航天服的航天员顺利进舱就位。随后，有

条不紊地关上舱门，熟练地将舱门钥匙保险

绳套在手腕上，再用钥匙将舱门上锁。最后

由密封检漏人员对舱门进行检漏，确保安全

关闭。

这一工序看似简单，意义却十分重大。

作为飞船发射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关门人”

的每一个操作都直接关系到航天员的生命安

全和任务的成败。为保证航天员安全进舱，

团队在张舸的指导下，秉承大国工匠精神，细

致整理和确认航天员进舱通道的电缆、隔热

被等，认真梳理和识别风险，不厌其烦地进行

预案演练和模拟操作，确保万无一失。

自 2003 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以来，这支飞船“关门人”团队护送着我国航

天员安全进舱，出征太空。让航天员进舱过

程更加方便、乘坐体验更加舒适，是他们一直

以来的追求目标。

神舟飞船的神舟飞船的““关门人关门人””
吴月辉 余建斌 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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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0 月 17
日 9 时 50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成功开启货物舱舱门，并顺利进入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

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开始在空间站为期半年的

“太空出差”。

3 名航天员飞往太空前夕，本报记者和他们

进行了面对面对话。

带着笔墨纸砚和影视剧
上太空，调整身心状态

记者：神舟十三号任务有什么特点？

翟志刚：神舟十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在轨 6 个月。任务完

成后，空间站建造阶段就要开始。我们需要同时

管理天和核心舱、神舟十三号飞船、天舟二号货运

飞船、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的组合体，并将执行

2—3次出舱活动。我们还会进行一次在空间站遥

控航天器和空间站对接的遥操作。

记者：任务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翟志刚：最大的挑战是要在太空飞行半年之

久，这对人的身体、心理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 先 ，长 期 在 轨 驻 留 ，会 导 致 下 肢 肌 肉 萎

缩。神舟十二号任务中发现，在失重环境下进行

有效锻炼，有助于肌肉恢复。进入太空后，我们

可能需要更早进行下肢锻炼。

其次，长期在地球轨道驻留，在单调、狭小和

枯燥的环境里，难免会产生急躁和不愉悦的心

情。我们计划把天上的业余时间安排好，每个人

有自己的方案，比如我准备了一些历史影视剧作

为消遣，还带了笔墨纸砚准备写毛笔字，提高生

活的乐趣，有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更好完成工作。

此外，在本次飞行任务中仍然有出舱活动，

而且还不止一次。现在的出舱活动更偏向于技

术的应用，比 13 年前的出舱活动更复杂、更艰

巨、更具挑战。

王亚平：空间站任务是全新的任务，对航天员

对航天器的掌握程度、航天环境适应性以及出舱

训练，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我们开展了遥

操作、交会对接、机械臂、出舱等技能方面训练，还

加强了体能训练。

叶光富：首次面临这么长周期的任务，刚开

始心里比较忐忑。通过前期训练，我们的身心状

态、技术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为完成任务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居住空间、技术设备等体
现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飞速发展

记者：成为此次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

有什么感受？

翟志刚：2008年，我在神舟七号任务中完成了

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出舱任务。13年后的今天，我再

次出征太空，除了激动、振奋之外，也有压力。

载人航天每一次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都是

下一次飞行任务的开始。虽然经历了无数次重

复训练，但我依然保持谦虚谨慎，按照标准先把

训 练 完 成 ，再 提 出 自 己 的 想 法 。 我 是“ 老 航 天

员”，在神舟十三号任务中也是“新航天员”，我要

以一名没有执行过任务的新航天员的心态，去适

应新的训练，同时把过去积累的经验融入新的任

务中去。

王亚平：能够再次飞上太空，是我最大的梦

想。第一次更多的是新鲜和好奇，第二次更多的

是期待和享受。我期待享受失重反应下神奇美

妙的感觉，在太空回看美丽的地球；期待和大家

在中国空间站一起迎接新年；期待有机会执行出

舱任务，到舱外看看美丽的太空；还期待再次带

着孩子们去放飞梦想，开启新的探索。

我再次飞上太空间隔的 8 年，也是载人航天

工程技术进步的 8 年。从神舟飞船到空间实验

室，再到我们进驻的空间站，无论居住空间、飞行

时间，还是技术设备等等，都不可同日而语。太空

飞行从神舟十号的 15 天到神舟十三号的半年，不

仅是时间的增长，还是国家航天综合国力的体现，

也是几代航天人接续奋斗的成果。

上次“太空授课”之后，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

也去了一些学校，更直观感受到孩子们对太空的向

往和对科学探索的热情，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太空

授课”的意义所在。有的孩子因此喜欢上了航天，

报考航天专业，甚至成了我的同事。更让我感动的

是，很多孩子翻看当时的授课视频，问我什么时候

还能飞上太空，再来一次授课。中国空间站的空间

更大，我会做一些航天科普，形式可能会有变化，但

一定会有“太空授课”。

叶光富：从 2010年加入航天员队伍，我为太空

飞行的梦想奋斗了 11 年。首次太空之旅，我期待

乘组每个成员都很好地适应太空环境，持续保持良

好的身心状态，最终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我也带了

家人合照、小玩偶等私人物品，还带了体积小的乐

器，舒缓心情。

乘组彼此了解、配合默
契，将依靠团队的力量和智慧
度过极具挑战的 6个月

记者：航天员训练的哪些内容比较有特点？

叶光富：救生训练很有特色。如果飞船出现

意外情况，降落到海上或者偏远的陆地，并且救

援不能及时到达，怎么利用周围资源生存和求

救？我们要进行实地训练，掌握如何利用飞船上

的救援资源和物资等。丛林救生训练中，我们曾

在东北的某座山上，拿了生存包等有限装备，根

据附近环境搭建帐篷，寻找食物。印象深刻的

是，在沙漠生存训练中，我们搭了帐篷后，靠近阳

面一侧的温度计已经爆表了。我们被烤得难受，

但还要做好通风散热，尽可能找到生存的地方。

针对性的心理训练也很有特点。每个人面

临的任务不同，在乘组团队之间的相容性、心理

共情等方面，我们需要互相配合，通过别人的眼

神和自己的理解完成训练科目。

记者：女航天员和男航天员的训练标准一

样吗？

王亚平：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改

变，也不会因为航天员是女性就降低门槛。所

以，女航天员的训练内容要求和标准和男航天员

基本一样。

但男女确实有差异，比如力量方面。空间站

训练中，出舱训练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高

强度高负荷的训练。在水下做出舱训练，我们需

要穿着 200 公斤的水下训练服，训练六七个小

时，不能吃东西，不能去洗手间，还要克服水下阻

力和压力，控制好身体姿态，完成水下各种动作、

使用各种设备，负荷非常大。

针对出舱训练，我怎么缩小和男航天员的差

距？就是练。训练上肢力量，我和男航天员练一

样的项目，比如引体向上、俯卧撑、推杠铃等。有

一次训练完按摩师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的胳膊变粗了”，我听了之后却特别开心。训练

的时候，我甚至会和男航天员比一比肌肉块。

力量是一方面，我的体型没有男航天员强

壮，胳膊没有男航天员长，因此对舱外航天服的

操控能力不占优势。穿着同样的衣服，要克服压

力弯过来，需要做很大动作，或是用两倍力量才

能做到。经过长时间训练，我也摸到了一些窍

门，出舱的动作既需要核心力量，也可以通过一

些方法实现可操作性。大家对女航天员出舱充

满信心，我自己也有信心。

我的水下训练达到几十次、上百个小时的训

练量。每次练完之后，身体很疲惫，但我都特别

开心，觉得自己技术又长进了，离梦想又进了一

步。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

为热爱我足以攻克难关。

记者：请互相评价一下队友。

翟志刚：经过近两年的训练磨合，我们乘组

彼此了解、配合默契，相信依靠团队的力量和智

慧，定能破解一个个难题。我们乘组在地面训练

都达到出舱标准，王亚平操作细致认真，叶光富

擅长电脑操作和信息技术，到了太空要发挥 3 个

人的特长，度过这极具挑战的 6 个月。

王亚平：翟志刚身上有大气沉稳、英勇果敢

的特质，他对任务思考很深入，他的出舱动作也

是我们的示范。他非常幽默，每次训练时都能被

他的快乐感染，还是书法和台球高手。叶光富和

我是同一批航天员，我常常说他是辛勤的小蜜

蜂。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做事深思熟虑，是可

以信赖的伙伴。

叶光富：有一次飞行训练，我穿着压力服准

备进入飞船的座椅。翟志刚拉住我说等一等，进

入前一定要记住调整座椅束缚带。别看这是很

小的事情，但是如果躺下了再调节束缚带就会非

常困难。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比如翟志刚遇事临机决断、从容淡定，做事考虑

周全、安排合理。在王亚平身上，那种积极刻苦、

认真细致的劲头，细心周到、善解人意的态度，让

我感到与他们一起十分踏实和温暖，对任务也是

信心满满。

女航天员特有的亲和力、
韧性、细心发挥着独特优势

记者：作为女航天员，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王亚平：空间站建设过程中，将有 4 个飞行

乘组接续飞行，就像是空中接力，每一棒有每一

棒的要求。我这一棒，既是飞行乘组的第二棒，

也是女性航天员的第一棒。由于之前的飞行经

历，我对女性航天员的优势和特点有了深切体

会，女性特有的亲和力、韧性、耐心、细心，在任务

完成和乘组配合上发挥着独特的优势。

记者：在太空驻留半年，是否会牵挂家人？

王亚平：航天员平时的状态，只有飞行和准

备飞行，训练很忙碌。只有家人理解和支持，我

才能心无旁骛地执行任务。

对我来说，最牵挂的就是女儿。女儿在我执

行神舟十号任务时还没出生，现在她已经 5 岁

半。她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航天员，也感到骄傲和

自豪，经常让我讲太空的故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妈妈，我知道你是一名航天员，你还是太空老

师”，我听了很高兴。

我有时候会想，半年后她变成啥样了，会不会

不认识我了？这次我和女儿互相布置了任务，半年

时间里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她让我多“摘”些

星星回来，要分享给同学。

而且，现在在太空可以和家人双向视频。我

们还在天上配备了手机，可以给家人、战友、同事

打电话，这其实也是为 6 个月在轨驻留做的准

备。此前，我在地面也接到过“神十二”航天员从

太空打来的电话。

关于私人物品，我带了在地球上最惦念的东

西，比如女儿和家人、战友的照片和视频。我的

化妆品等个人物品已通过货运飞船提前带上来

了，团队科技人员定制了按压式的化妆品，方便

取用。我还带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会在天上

展示。在空间站的闲暇时间里，我们可以开个小

型音乐会。我还给两位队友带了新年礼物，打算

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到时候

争取从太空提交建议。

在太空中洗头发是个难题。不过，这次任务

中针对女性洗头发的特点，重新设计了更方便的

方法，洗得更干净。在太空，要求我们具备理发

师技能，“神十二”“神十三”航天员的头发都是我

剪的，现在技术越来越娴熟。

期待空间站上有更多中
国发现，更多有趣的人类探索

记者：今年要在空间站度过春节，除夕夜有

什么打算和安排？

翟志刚：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过年。我

们会在空间站准备春联、福字、中国结，还会吃

饺子。

王亚平：科技人员给我们准备了春节大礼

包，我和大家一样都满怀期待。除夕夜我们也会

和大家一起守岁，在第一时间把来自太空的祝福

送给祖国。

记者：作为一名航天员，能够参与空间站建

造，是什么感觉？

翟志刚：空间站是我们的太空家园，通过工

程全线人员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中国的太空家

园一定会越建越好。我们能够有幸参与空间站

建造任务，由衷地为伟大的祖国，为身处这样一

个伟大的时代感到骄傲和自豪。

王亚平：一飞冲天的豪迈，鲜花簇拥的归来，

万人欢呼的出征，在航天员的职业生涯中微不足

道。虽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多数都

是重复单调的生活、严苛的训练。但我们都乐在

其中，用热爱坚守梦想。航天是我热爱的事业，

我的字典里从没有过“放弃”两个字。我期待在

中国空间站上有更多中国发现、更多有趣的人类

探索，书写更辉煌的中国故事。

叶光富：每个航天员不是在飞行，就是在准备

飞行的路上。进入航天员队伍后，我在每次训练中

全身心投入，如今已经 11 年。我觉得把能做的事

情做好，人生的精彩就体现在这样的过程中。

（占康参与采写）

图①：训练期间，翟志刚在参加工效实验。

图②：叶光富准备穿水下训练服。

图③：王亚平在进行训练。

孔方舟摄

图④：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版式设计：蔡华伟

﹃﹃
神
十
三

神
十
三
﹄﹄
载
人
飞
船
发
射
前
夕

载
人
飞
船
发
射
前
夕
，，本
报
记
者
对
话
三
名
航
天
员

本
报
记
者
对
话
三
名
航
天
员

神
舟
一
飞
入
苍

神
舟
一
飞
入
苍
穹穹

巡
天
巡
天
半半
载
写
新
篇

载
写
新
篇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余
建
斌

余
建
斌

刘
诗
瑶

刘
诗
瑶

吴
月
辉

吴
月
辉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