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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期待能再次
在太空回望美丽的地球，
在中国空间站过一个不
一样的除夕；也期待能有
机会到舱外去见识太空；
还期待再次带着孩子们
去放飞梦想，开启新的探
索。”伴随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10月16日的成功
发射，41岁的王亚平再度
问鼎苍穹，她又将新添不
少“首个”标签：中国首个
进驻空间站的女航天员，
首次太空驻留时间最长
的中国女航天员，以及首
个出舱的中国女航天员。

2013年王亚平曾乘
“神舟十号”飞船上天，在
“天宫一号”工作了 12
天，并因为一堂太空授
课成为中国第一个“太
空教师”。这次出发前
王亚平答应女儿，要给
她多“摘”些星星回来，让
她分享给同学。王亚平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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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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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太空授
课’之后，我收到很多孩
子的信，感受到孩子们

对太空的向往和对科学探索的热情。此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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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作为航天员飞上太
空之外最美好的体验。”

从2003年神舟五号的“一人一天”，
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的“三人半年”；从
2012年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上天，到
2021年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首次进驻空
间站并将成为中国女性太空行走第一
人；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
到组合体稳定运行……太空还是那片太
空，中国人和中国女性奔赴星辰大海、和
平利用太空的步伐从不止步。正如王亚
平所说：“梦想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
遥不可及，但只要你努力，总有一天你能
触摸到它。”

星河灿烂，梦想无垠，太空探索也同
样属于女性。自 1963 年世界上第一个
进入太空的前苏联女航天员捷列什科娃
证明了女性也能在太空正常生活和工
作，至今全世界已有65名女航天员飞上
太空，2020年美国女航天员科赫更是在
太空创下连续逗留时间328天的女子世
界纪录。而短短9年，中国已有2位女航
天员3次到访太空。

神舟已启程，再楫向“天宫”。当中
国空间站迎来首位女航天员，当王亚平
再次带着孩子们的眼睛去开启新的太空
之旅，中国航天人和中国女性探索宇宙
奥秘的梦想也将飞得更高更远。期待未
来能有更多的中国女性和青少年心向太
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航天女性用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探索浩瀚宇宙。正如
NASA 前女宇航员凯蒂·科尔曼对王亚
平的祝福：“当你看向窗外的星星，看见
我们的地球，别忘了，数十亿女性也借着
你的目光看向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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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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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已婚女飞行员、身体素质极高、已生育优先、通过140多项“魔鬼训练”、学习近60门文化课、完成无数次严苛考核……

中国女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
科学探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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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随着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船搭载我国
3名航天员成功进入太空，中国空间站也迎来
了首位女航天员，此次任务不仅将刷新我国航
天员连续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6个月，王
亚平还将出舱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太空行走
的女性。据统计，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65名
女航天员到访过太空。在太空飞行中，她们与
男航天员一样为人类的宇宙探索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那么，男女航天员的选拔和培养有
什么不同？女航天员要克服哪些困难，在太空
又有什么独特优势呢？

从飞行员到“预备航天员”

无论是男航天员还是女航天员，选拔、训
练标准差别其实并不大，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
专门针对女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标准。

第一关：选自空军飞行员。我国航天员均
选自飞行员，其中男性候选人来自现役空军歼
击机飞行员，女性候选人出自现役运输机飞行
员。需要具有近千小时的飞行经历，具有高超
飞行技术、良好身体素质、接受过高等教育
等。这一关极为苛刻，100名左右参选飞行员
才能挑选出1名进入下一阶段选拔。

第二关：成为预备航天员。从飞行员精英
中选拔出来的候选人，被称为“预备航天员”。
预备航天员需要经过至少2年左右的持续训
练和考核，合格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航天员。

第三关：通过飞行乘组选拔。飞天之前，
预备航天员经历乘组航天员训练，竞争少之又
少的飞行机会。万里挑一的航天员，并不是每
个人最终都能登上太空实现“航天梦”。有一
些航天员训练近10年甚至到退役都没能执行
飞天任务，同飞天梦想擦肩而过。

中国女航天员如何选拔训练

2009年，在我国第2批航天员选拔中，刘
洋和王亚平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成为
我国首批女航天员。那么，中国女航天员是怎
么选拔出来的？她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身体素质极高，堪称没有瑕疵的“完人”。
载人航天对航天员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要进
行身体生理、心理素质和基础条件等方面的严
格检查，只要一项不合格就会被残酷淘汰。

初选第一步，航空医学健康鉴定，包括内
科、神经科、眼科、耳鼻喉科等100多个大项。
入选的航天员必须确保身体“绝对健康”，不容
许有任何小毛病，例如近视、色盲、鼻炎、龋齿、
灰指甲、疤痕、异味、睡觉打呼噜等，而且家里
人也要接受严格体检，向上三代都不能有严重
疾病史。女航天员还需额外接受一项妇科检
查，并在进行所有放射性检查之前验测妊娠，
已怀孕或剖腹产的女性不能参选。

接下来要进行智力、注意力、分配能力、手
脚协调能力、耐力和爆发力等心理素质的初级
测试。其中一项“特殊环境因素耐力选拔”是
航天员特有的，包括低压缺氧耐力检查、超重
耐力检查、下体负压耐力检查、高温或者孤独
耐力检查、振动和噪音耐力检查等。专家表
示，男性在体力、爆发力和耐力等方面占有优
势，但女性更细腻、更有韧性，耐寂寞能力强，
冲突性低，亲和力强。

女航天员从已婚女飞行员中挑选。女航
天员上太空，除了需要完成一些细致的航天任
务，还会做一些女性在太空的身心实验。负责
航天员选拔和培训工作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女宇航员是从已婚女飞
行员中进行挑选，主要考虑到已婚女性身体和
心理素质更成熟。“生育过的优先”，这也是出
于人性化考虑，因为女性一旦进入航天员队
伍，至少需要经历4～5年训练，这期间无法要
小孩，也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生育时机。

通过140多项“魔鬼训练”。入选航天员
队伍，需要经过4～10年的“魔鬼训练”，8大类
140多个训练项目要一个一个地考核通过。
王业平在出发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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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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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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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站任务是全新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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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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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时我甚至会和男航天员比一比肌肉
块。作为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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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如离心机训练、转椅训练，机械臂的
高度旋转，仅几分钟就像跑了一万米，普通人
根本承受不住。训练时，当人绑在椅子上，转
椅开始旋转，一会顺时针、一会逆时针，而且头
还要跟着节奏左右或前后摇摆。汗一下子就
出来了，5分钟之后，翻江倒海地恶心，但没有
任何人叫停。第一次参加航天员培训时，刘洋
咬紧牙关告诉自己不能吐。从训练椅上下来
后，刘洋决定自己偷偷加量。

接下来是失重训练，是在高性能喷气式飞
机上进行，飞机抛物线飞行产生失重环境，学
员们要在这种环境下练习各种工作技巧。超
重训练则是在离心机上模拟超重曲线，离心机
高速旋转的时候，航天员要承受8倍的重力加
速度，感觉就像被重重的石头压住一样，脸都
会变形，甚至会呼吸困难。还有应急救生训
练，要把学员扔在沙漠、森林或是冰冷的海水
中，锻炼他们的自我生存能力。体质训练同样
严格，由体育大学老师按照运动员标准来进
行，包括田径、球类、体操、肌力、游泳等内容，
尤其强调耐力的训练。

需学习近60门文化课。刘洋曾回忆说，
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了高三，要学习高等数
学、力学基础、电工学、电子学、自动控制、英
语、计算机、地理、气象、空气动力学、火箭、飞
船设计原理、航天医学等近60门文化课，每个
星期都有两三门考试。

女航天员在太空化妆后心理状态
会更好

有人认为女性在太空中生理期可能不正
常，称在太空失重环境中，子宫内血液很难排
出，甚至会从输卵管反向流到卵巢造成“逆行
月经”，如NASA曾有女航天员通过吃避孕药

改变排卵期来避免月经。事实上，此前美国、
俄罗斯等国已有女航天员曾长时间在空间站
中工作生活，并没有发生月经异常情况。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
之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实践表明，在航
天飞行中女航天员的月经没有异常，但是在月
经期间如果进行出舱活动易患减压病，这是由
于全身血容量减少造成的，所以女航天员在月
经期间不适宜进行太空行走。

庞之浩还表示，根据女性生理特点和生活
需要，中国空间站做了一些特殊准备。如飞船
座椅是根据女航天员身材特制的，无论飞天还
是返回时乘坐都比较舒适。二是对女航天员的
舱内压力服和舱外航天服进行了特别定制，国
外女航天员出舱少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女性专
用舱外航天服，此次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尺寸
是按照王亚平身材专门设计的，比较合身，出舱
灵活，可减少体力消耗，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女
性的手比较纤细，还针对女航天员的手形专门
制模，研制了女性专用手套。此外，女航天员大
小便收集系统的高度和相对位置也进行了局部
修改，有女性专用设备如适配器。另外还特别
为女航天员准备了巧克力、甜点和补血食品等。

研究表明，空间站因失重、密闭、辐射的特
性，易使航天员皮肤含水量降低，变得粗糙、弹性
变差、易过敏，长期失重环境还会导致皮肤衰老
加快。天舟三号此次还为女航天员送去了针对
女性的服装类货物、卫生用品和少量无毒化妆
品。太空护肤品针对太空环境特点，主要解决的
就是皮肤干瘪、垮塌、松弛等肌肤衰老问题。专
家认为，女航天员化妆后可能心理状态会更好。

在太空中洗头发也是个难题。王亚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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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航天队伍10%的女航天员比较
适合长期太空生活

因为空间站航天任务比较复杂，所以分为
飞行专家（航天驾驶员）、任务专家（航天飞行工
程师）、载荷专家。全世界至今一共选拔出100
多名女航天员，其数量约占航天员总数的10%，
且大多是任务专家。这是由于男女航天员在生
理和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如女性脂肪多，
血红蛋白质量少，平均身高矮，平均体重轻，有

氧运动能力低。女性进入太空飞行困难更多，
还要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如从卫生角度考虑，女
航天员用水要多一些，要带一些卫生用品。

大量实践和理论研究发现，女航天员有执
行太空任务的能力，而且在某些方面感觉更敏
锐，心思更细腻，考虑问题更全面，处理问题更
注意方式方法，沟通能力更好。在微重力环境
下，女航天员的雌激素水平和镁的代谢优于男
航天员，体内铁含量低，所以被认为比较适合
长期太空生活，不容易出现铁中毒、血栓、血管
痉挛、心律紊乱。

本次任务期间，王亚平还计划开展舱外活
动，完成中国女性首次“太空行走”的壮举。庞
之浩介绍称：“这不光是一个荣誉，我们要探索
女航天员舱外行走的规律、特点、优势等。女
航天员整体来讲身材比较矮小，但是这也有优
势，因为在舱外活动时身体小，更容易控制，可
以完成更细腻的工作。”

“王亚平的身体心理都比较成熟，女航天
员长期在轨驻留，从生理构造和心理素质讲，
她可能更成熟、稳健，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
更持久。同时，她能给乘组带来活力，使配合
更顺畅，工作效率更高，上去以后可以开展更
全面的航天医学实验。”庞之浩表示。

庞之浩表示，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
号”载人飞船将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送上了
太空，刘洋考察了女性在太空环境中的生理和心
理变化，收集相关医学的第一手数据，加强了乘
组的心理建设，为目前我国空间站长期考察组的
人选组成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刘洋在这次任
务中完成了15项空间医学实验。这次王亚平上
去，可以更多开展以女性为主的航天医学和空间
科学生命研究，为以后长期载人航天做准备。

此次太空“出差”，王亚平携带了乐器、家
人和战友的照片、视频，还给两位男航天员提
前准备了新年礼物。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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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建
设过程，就像是空中接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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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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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