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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
航天员首次成功出舱

2月9日，前不久
在太空欢度传统中国
年的神舟⼗五号航天
员乘组，迎来了⾸次
出舱活动。

“ 0 1 已 出 舱 完
毕。”

通过北京飞控中
心指挥大厅屏幕显示
的实时画面，可以清
晰地看到，身着带有
红色标识“飞天”航
天服的神舟⼗五号乘
组01航天员费俊龙抓
住环形扶⼿，“跃”
出问天实验舱的气闸
舱，完成神舟⼗五号
航 天 员 乘 组 出 舱 ⾸
秀 ， 他 身 后 是 深 邃
的 宇 宙 和 蔚 蓝 色 的
地 球 。 指 挥 大 厅 现
场 顿 时 响 起 热 烈 掌
声。随后，根据任务
安排，身着带有蓝色
标识“飞天”航天服
的03航天员张陆也顺
利出舱。根据任务分
⼯，02航天员邓清明
留在舱内协助配合。

天 地 ⼀ 心 ， 经
过约7⼩时的出舱活
动，北京时间2月10
日0时16分，神舟⼗

五号航天员费俊龙、
邓清明、张陆默契合
作，圆满完成出舱活
动全部既定任务，费
俊龙、张陆已安全返
回问天实验舱，出舱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出舱任务，
神舟⼗五号航天员乘
组面临诸多挑战。

⾸先，这是中国
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航
天员⾸次出舱活动，
费俊龙、张陆⾸次漫
步太空。出舱作业时
间长达7⼩时，充分
考验了全系统保障能
⼒。

其次，神舟⼗五
号航天员乘组本次出
舱活动转移路径长，
攀爬距离远，对路径
⼀次做对提出了新挑
战。同时，外太空环
境复杂严峻，拥有强
烈温差变化和空间辐
射、真空环境等恶劣
因素。执⾏出舱活动
的 航 天 员 ⼀ 直 “ 暴
露 ” 其 中 ， 时 间 越
长，面临风险越大，
与此同时，航天员还
要身穿舱外航天服，

想 要 进 ⾏ 远 距 离 攀
爬、精细化作业，体
⼒消耗巨大，困难可
想而知。

此外，据中国载
人航天⼯程办公室消
息，空间站货物出舱
安装任务也于前期陆
续开展，后续还将持
续开展货物出舱安装
⼯作。据介绍，航天
员和货物的出舱方式
略有不同。

神舟⼗二号、神
舟 ⼗ 三 号 乘 组 出 舱
时，通过的舱门是位
于空间站核心舱节点
舱的出舱⼝。此前，
神舟⼗四号航天员乘
组⾸次从问天实验舱
的气闸舱出舱，这次
神舟⼗五号航天员乘
组 也 做 出 同 样 的 选
择，更加宽阔的出舱
⼝带来了更多便利。
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
闸舱并不供航天员出
舱使用，而是专供货
物出舱。梦天实验舱
货物气闸舱通过内部
配 置 的 ⼀ 台 载 荷 转
移 机 构 ， 运 送 能 ⼒

可达400公斤，单次
运送货物包络可以达
到1.15米×1.2米×0.9
米。

此前任务中，部
分载荷已经完成了出
舱安装，充分考验了
空间站货物气闸舱、
机 械 臂 、 空 间 站 各
系统以及航天员的协
同配合。可以说，这
种通过货物气闸舱完
成载荷的出舱安装方
式在总体设计上具有
显著优势，凝聚了中
国航天总体设计的智
慧，体现了航天人的
匠心巧思。

优点⼀——突破
掌握此项关键技术，
可大幅提⾼舱内外货
物交换效率。在空间
站寿命周期内，通过
多次更换不同载荷开
展舱外暴露实验，将
为空间站后续更加⾼
效、安全地开展各类
舱外科学实验提供强
大支持，进⼀步提升
中国空间站的科学应
用能⼒。

优点二——能够

减少航天员出舱次数
和⼯作量，有效避免
航天员出舱安装载荷
带来的任务风险和航
天服寿命折损问题，
节约航天员出舱活动
所占用的在轨⼯作时
间，提⾼空间站在轨
运⾏效率。

优点三——在任
务规划上，空间站通
过大、⼩机械臂分别
⼯ 作 和 组 合 ⼯ 作 模
式，在配置⼀个货物
气闸舱的情况下，支
持载荷在舱外大范围
转移，可以完成问天
实验舱、梦天实验舱
舱外暴露载荷部署和
回收。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空间站团队专
家认为，多种出舱模
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空
间站在系统设计上的
先进性，适配不同的
任务需求，既能发挥
有人参与的优势，⼜
能最大程度提升空间
站的运⾏效率。

神舟⼗五号飞⾏
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
造阶段的最后⼀棒，
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的第⼀棒，具
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
用。根据计划，神舟
⼗五号航天员乘组接
下来还将开展多次出
舱活动。中国载人航
天探索的步履不停，
浩瀚苍穹将留下更多
中 国 印 记 。 ( 人 民 日
报 本报记者 刘诗瑶 
余建斌)

费俊龙打开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
舱舱门。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费
俊龙成功出舱后挥手致意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