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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
航天员“手控”神九对接

中国此次载人交会对接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掌握航天员手控对接技术。

天神之吻 四大看点
看点二：
中国女航天员首次“飞天”

执行此次任务的飞行乘组由3名航天

员组成，并将首次出现女航天员。

看点三：
航天员在太空生活13天左右

神九在轨时间为 13天左右，是目前我

国载人航天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

看点四：
夏季发射面临多重考验

选择盛夏6月发射尚是首次，将面临雷

电、高温等天气考验。

据新华社电 神九此行，将首次验

证手控交会对接技术，进一步验证自动

交会对接技术，全面验证天宫一号保障

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功能、性能，及组合

体管理技术。据介绍，神九此行的主要

任务，是与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先后进

行两次交会对接，第一次为自动，第二

次为手动。神舟九号飞船将首次启用

配置的手控交会对接设备。

神九进入预定轨道后，将按预定程

序与天宫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

组合体飞行中期，神九将与天宫分离，

由航天员自主控制飞船，与天宫一号进

行手控交会对接，再次形成组合体。

“神舟八号我们成功地突破了自动

交会对接，通过这次神舟九号实现手控

交会对接后，我们将全面掌握这项技

术”，据专家介绍，自动和手控的交会对

接是实现航天器在空间交会对接的两

大主要手段，互补使用，可有效提高交

会对接的成功率。

据介绍，此次任务中将重点开展三

个方面的航天医学实验研究。

首先是航天员健康监测技术研究，

主要包括航天飞行中航天员营养代谢、

在轨情绪、生物节律变化等方面的实验

研究。

其次将开展失重生理效应机理与

防护研究，主要包括空间飞行对航天员

心血管功能、前庭功能及脑功能的影响

研究，从细胞分子层面研究骨丢失的发

生机理。

再次是环境医学与航天员空间

作业能力相关技术研究，掌握空间飞

行中相关环境医学和人体参数变化

规律。

通过这些实验，可验证失重生理效

应相关防护技术，为后续空间站航天员

长期飞行的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据新华社电 神九的归途并不

轻松，至少要闯过“烧蚀关”“黑障关”

“过载关”和“冲击关”四道关口，方能

安全着陆。

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总设

计师吴斌介绍，在整个航天飞行过程

中，发射和返回过程对航天员和飞船

的考验最大，而返回阶段尤为突出。

当飞船再次进入大气层时，返回舱和

大气的高速摩擦将使飞船变成一团

火球，表面达上千摄氏度高温，并出

现“黑障”现象，使飞船与地面失去无

线电联系。

由于急剧减速，航天员将承受数

倍于地球引力的过载，即便经过降落

伞和反推发动机的缓冲，返回舱着陆

的速度也会达到每秒1～2米。

“这些挑战在通常状态都难以

承 受 ，何 况 是 在 太 空 中 执 行 了 10

多天高强度任务的航天员。”吴斌

说。

第一次实施手动交会对接

这次任务第一次实施航天员手控

交会对接，首次考核飞船手动控制系

统。这既对航天员操作的精准性和灵

敏性提出很高要求，同时也对飞船控制

系统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女航天员第一次参加飞行

首次安排女航天员执行任务，将填

补我国在女航天员选拔训练、医学监督

和保障以及女航天员乘员设备等方面

的空白。

女航天员参加飞行，中国载人航天

迈开新步伐。

航天员第一次进入天宫一号驻留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形成组合

体后，航天员将通过对接通道，进入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的实验舱工作和生活，

首次考核天宫一号支持保障航天员工作

生活的能力。

航天飞行的意义在于探索太空，但飞

船在轨运行时间不可能太长，因此作为在

轨科学试验平台的效费比是不高的。目

标飞行器以及未来的空间实验室、空间站

才是人类长期生活工作的平台。

第一次载人在轨飞行10天以上

这次航天员在轨飞行 10 天以上，

是我国历次载人飞行中时间最长的一

次，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由短期飞行向

中长期飞行过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表示，神舟九号任务存在四个“第一次”，也是四大特点难点：第一次

实施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员第一次访问在轨飞行器，女航天员第一次太空飞行，第一次进行10多天的载人在

轨飞行。 据新华社电

解读“神九”任务四个“第一次”

据新华社电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善广此前透露，此次神九任务

乘组采取了新老搭配、男女配合的方式，男航天员

景海鹏、刘旺和女航天员刘洋三人各有分工。

景海鹏作为本次任务的指令长，将在整个乘组

中发挥核心作用。

刘旺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交会对接操作岗”。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将主要负责空间医学实验。

神九三名航天员分工

神九与神八任务
十大不同

据新华社电“飞天”神九和此前神八相比，任

务有何不同？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针对载

人飞行的特点，神九在方案上进行了适当的修

改。与神八任务相比，主要有十大不同。

第一，由无人参与到有人参与。

由神八不载人到神九载3名航天员的全乘员

组飞行，是最大的不同。

第二，组合体飞行方案不同。

神八不载人，神九与天宫一号将载 3 名航天

员，进行组合体停靠 30 人∕天（3 人×10 天）的最

长飞行任务验证。

第三，交会对接进入方向不同。

神九将进行前向对接，也就是说，飞船在前，

由天宫一号追赶神九进行对接，在第二次对接中，

采用飞船自动撤离、撤退至400米的地方进行前向

对接的方案。

第四，交会对接方法不同。

神八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采用的是在飞船上

的交会对接设备的引导下自动交会对接，而神九

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在进行自动交会对接的同

时，还将采用人工手动控制方法进行。

第五，交会对接环境不同。

由于太空各种光波对交会对接测量设备会造

成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交会对接，其难度要

远比神八大得多。

第六，由自成一体到联成一体。

神九将首次实现与天宫一号的空间连通，成为

运行在太空中连在一起的两个大房间。

第七，飞船内搭载设备不同。

在神九上，取消了神八专用于图像记录和下传

的辅助CCD光学成像敏感器相机存储单元；返回舱

配备了乘坐3人的座椅。

第八，紧急故障情况下处置预案不同。

神九增加了手控交会对接故障模式与对策、手

动控制禁止指令无法正常发出等故障预案等，进

一步确保航天员安全。

第九，控制方案进行了局部改进和优化。

针对神九的任务，对自动交会对接与撤离、人

工手动控制交会对接与撤离、返回控制等进行了

局部改进和优化，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验证。

第十，返回方案变化。

与神八相比，神九返回的控制方案中，对打开

回收主开关关键指令相应增加了手动控制指令作

为备份，返回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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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神九”平安回家至少要过四关

任务 将首次验证手控交会对接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