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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再出征！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3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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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6月4日下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电话采访了再次出征的女航天员
刘洋的小学一二年级班主任白凤芝老
人和刘洋的妈妈。

电话的另一端，白凤芝老人说起
刘洋，语气中透露着激动和骄傲：“我
今天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就等着看
新闻发布会，一看有刘洋，我就踏实
了。”

对于自己的学生刘洋，今年已经
83 岁的白凤芝老人有着特别的感
情。2012年6月16日，刘洋执行神舟
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她成为我国首位
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时，白凤芝特别
激动，也为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让
白凤芝难忘的是，在神舟九号凯旋后，
刘洋回郑州时还特意来看望了自己。

“刘洋本来是要学理科的，但当时
是飞行学院的通知书先来，于是她就
去了长春。在她去长春飞行学院报到
前的晚上，我去她家里看望她，并且还
拍了一张合影。”

刘洋小学一二年级时，上学是由
父母接送的，因此，刘洋的父母和白凤
芝老人有了很多见面的机会。直到今
天，刘洋的母亲还经常和白凤芝老人
分享刘洋的消息，这已经成为两位老
人多年的习惯。“作为老师，我很有福
气，有刘洋这样的好学生。刘洋的家
庭家教很好，从小她的父母对她要求
很严格，刘洋也很争气。”说起刘洋，白
凤芝老人滔滔不绝，言语中透露着期
待和自豪。

当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还有
刘洋的妈妈牛喜云。今年2月，刘洋
的父母才从北京回到郑州。说起七八
年来一直在北京给女儿带孩子的事
情，牛喜云表示：“不辛苦，应该的，都
是为了支持她的工作，一切都值得。”

6月4日傍晚时分，正在郑州家里的刘洋妈妈在电话
中为神舟十四号三名宇航员送上了美好祝福。她说：“祝
愿神舟十四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圆圆满满、平平安安完成
任务，胜利归来。”

据了解，在刘洋出征“神舟十四号”前，牛喜云还特意
为女儿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盲盒”，计划在女儿凯
旋时亲手送给她。这是妈妈对女儿的特殊褒奖。对于盲
盒里装的是什么礼物，牛喜云秘而不宣，笑称“天机不可
泄露”。她之前也从未告诉刘洋，想给女儿一个大大的惊
喜!

“等女儿凯旋时，再送给她，正式揭秘!”牛喜云相信
女儿一定会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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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宋晨 李国利 胡喆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的主要任务是什
么？选拔标准有哪些？太空中的衣食住行
有何新看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
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
究员黄伟芬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
对接……神舟十四号乘组任务
复杂艰巨

记者：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主要任务
是什么？建设空间站的任务是否对航天员
要求更多？

黄伟芬：今年我们要有两次载人飞行任
务，是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的载人飞行任
务。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要执行的是空
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承上启
下，意义非常重大，对他们来说非常艰巨。

在长达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要

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括9种组合体
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
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要首次利用气闸
舱进行出舱活动。我们计划要做2至3次的
出舱活动，是首次利用问天实验舱的小机械
臂进行出舱。后面还会用小臂和大臂的组
合臂进行出舱活动。这些都是全新的状态，
对航天员而言挑战很大。

三位航天员共性是特别认
真 未来会选拔第四、五批航天员

记者：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的选拔基
于什么规则，分别有怎样的考虑？

黄伟芬：根据工程总体的规划，在空间站
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有4次载人飞
行任务，我们在总结前期选拔经验的基础上，
又根据空间站阶段的任务特点，调整了选拔
策略，按照统筹规划、新老搭配、继承和发展
的原则，来进行这4次任务飞行乘组的确定
和选拔工作。我们挑选的是有飞行经验的航
天员来担任指令长，每个乘组都如此。

在乘组选拔的时候，我们分析每次任务
特点及关键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

比如出舱活动等。同时考虑了每名航天员
的个体特点与任务的匹配性，以及他们彼此
之间的心理相容性，从而组成一个合适的乘
组。我们要考虑年龄，也要考虑飞行经验等
各方面因素，最后来综合确定。

他们三位航天员共性是特别认真，非常
细致，爱学习爱钻研，很有团队精神，相容性
都很好。

他们三个也有不同的特点，陈冬作为指
令长，特别自信，处事很果敢，雷厉风行。经
常会在训练和实验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刘洋非常有亲和力，语言表达能力很
强。蔡旭哲很聪明，领悟能力比较强，对新
事物新知识接受速度比较快。

目前，我们已进行了三批航天员的选
拔，未来会选拔第四、五批。航天员队伍建
设始终要考虑国家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规划、
相应任务需求以及航天员队伍自身现状，我
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定期选拔新的航天员加
入航天队伍中。

聚焦风险进行针对性训练
航天员太空衣食住行不断改进

记者：您刚才讲到神舟十四号这次任务
艰巨复杂，我们对航天员展开了哪些针对性
训练？衣食住行有何新看点？

黄伟芬：我们从2017年3月开始，训练

全面转向为空间站建设任务做准备。有一些训练是共
性的，我们在八大类百余科目训练的基础上，针对神舟
十四号任务的新特点、新任务、新状态、新变化进行了重
点强化训练，聚焦关键任务进行训练，如低压环境出舱
活动训练，出舱活动程序模拟器训练，利用虚拟现实训
练器和机械臂操作训练台来进行协同训练和演练，使他
们熟练掌握出舱活动的技能。

还有就是就聚焦风险进行针对性训练，因为随着空
间站的建成，组合体越来越复杂，飞行时间也很长，出问
题的概率会增加。针对这些风险，我们要进行应急和故
障处置的训练。最后就是针对长期飞行驻留进行持续
强化训练，如物资的管理、体能训练、心理调适训练等。

此外，两个乘组要同时在轨工作和生活。我认为主
要是对空间站系统，如再生保障系统的挑战。

对于航天员来讲，在地面组合体做实验时，有一个
180天的空间站载人综合验证实验，在空间站的一个实
验舱里每个乘组生活工作了30天。我们也进行了神舟
十四号乘组和神舟十五号乘组的轮换工作实验。

未来乘组轮换将是常态，通过神舟十四号乘组和神
舟十五号乘组在轨轮换，会为未来奠定一定基础，积累
经验。再者，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都要不断改进，
因为衣食住行对飞行影响是很大的。航天员要住得好、
生活好、工作好，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良好的保障和便
利条件。比如，这次的食品中增加了提子，因为提子吃
起来比较方便，汁水不是特别多，肉质也比较密实。把
它洗干净了，就可以吃下去。我们从神舟十三号开始，
给航天员提供了个性化的服装，神舟十四号也是如此。

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两个乘组圆满完成任务，
他们返回后的状态都很好。通过他们在轨飞行的出色
表现，验证了我们国家选拔训练技术和驻留保障技术的
科学有效，也表明我们具备了能够使航天员完成长期飞
行的驻留保障能力。这两次任务的成功实践，对我们后
续改进很有帮助。

续写荣耀，离不开航天人一步一个脚印地
攻坚克难。从神舟九号的突破空间飞行器交会
对接技术到神舟十四号的建造空间站，正好是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二步”和

“第三步”的关键节点。
记者获悉，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将全面完

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
基本构型的太空空间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
验室。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在轨驻留
期间，神舟十四号乘组3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
站两个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
行乘组进行在轨轮换，于12月返回东风着陆
场。

对于新征程，再度出征的陈冬表示，6年前的
太空之旅结束后，他对太空的渴望与日俱增。“我
们会利用好这样的平台开展科技含量更高、更复
杂的科学实验，让科技成果服务全世界，造福全
人类！”

首次飞天的蔡旭哲说：“不管是技术、心理
还是身体，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始终
都是使命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荣誉共同体。我
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完成任务，不辜负伟大
的新时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对未来6个月繁忙的太空工作生活，刘洋
充满期待，她介绍：“我们要将空间站由单舱组
建成三舱三船构型，其间要经历9种组合体构
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和2次转位任
务，要首次进驻问天和梦天实验舱，首次利用气
闸舱和小臂进行出舱工作，并开展大小臂的联
合操作，要完成3个实验舱大量的科学实验，开
展科普和公益活动等等。”

建造中国空间站，是几代中国航天人的梦
想，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梦想。一代又一代
航天人努力拼搏、接续奋斗，不断刷新着中国高
度、创造着中国奇迹。

如今，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三十而立之
年，这个梦想即将成为现实，中国将拥有自己的
太空家园。

奋楫扬帆，接续建功业。逐梦九天，再
启新征程。此次出征对于中国首位女航天
员刘洋而言，意义更加不同寻常。

2012年，刘洋随神舟九号驻留太空13

天，在浩瀚宇宙留下中国女性的身影，创造
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新纪录，给中国女性带
来了极大鼓舞。刘洋说：“十年前，当我离
开天宫一号时，我庄严地向她敬了个军礼，
坚定地对自己说，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再
回来。”

2019年，刘洋确定成为神舟十四号乘
组成员，开始为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开展
各项准备工作。“因为这次任务和神九任
务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舱段更多、实验更
多、设备更多，整个系统更加复杂，驻留的
时间也会更长。”这对于航天员的身体、心
理、知识储备、技能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模拟出舱训练，强健上肢力
量……刘洋在高强度训练中为新的征途
积蓄力量。

而今，刘洋不负誓言，再次圆梦太空。
十年的历练让她更加自信从容。这十年，

她读书深造，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她
静心学习训练，为任务做充分的准备；这十
年，她走进学校，走上讲台，撒下种子，播下
希望；这十年，刘洋还成了幸福的母亲，有
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身为母亲，此次太空出差，刘洋不只
带着祖国的期盼，也装着一双儿女给她的

“任务”：“我对他们有很多美好的祝福祝
愿，我也有很多心里话，我答应他们在这
183天时间里面，会把这些写进满天的星
辰……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在神舟十四号记者见面会上，刘洋分
享了十年间走过的路，表达着从未改变的
初心与梦想：“非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给了我们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与时代共同
成长进步的机会。我会一直心怀山海，眼
有星辰，永葆初心，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
满太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准备 出发”，这是2022年6月5日，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前，航天员刘洋在朋
友圈写下的四个字。配图里“我爱你，中国！”
的字样，写满了坚定与深情。

刘洋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航天员，
此次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第一批航天员
登上太空，距离她上一次太空之旅刚好过去了
十年。

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7时54分，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

星海征途，使命在肩。7时56分，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陈冬、刘洋、蔡
旭哲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即将开启为期6个
月的飞行任务。

在《歌唱祖国》优美、豪迈的旋律中，3名航
天员启程前往发射场。进入电梯前，陈冬、刘
洋、蔡旭哲竖起大拇指齐喊：

“我们北京见！”
10时44分，又是一个中国载人航天史上

举国瞩目的时刻。
撼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戈壁滩，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拔地而起。在人们的祝福和欢呼声中，搭载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
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23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次载
人飞行任务。

17时42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六次自主变轨，成
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

按计划进驻天和核心舱后，三位航天员将
开启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站平台
维护与照料、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舱段转移
等工作以及空间科学实验、技术试验。

中国将拥有自己
的太空家园

不负誓言，再次圆梦太空

▲ 6 月 5日在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
画面。

▲ 66 月月 55日在北日在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
舱的航天员陈冬舱的航天员陈冬（（中中）、）、
刘洋刘洋（（右右）、）、蔡旭哲向全蔡旭哲向全
国人民挥手致意的画国人民挥手致意的画
面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鑫李鑫//摄摄

——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详解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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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洋首次代表中国女性进入太空，到首位太空行走的中国女性王亚平“摘星归来”，再到而今刘洋再次出征逐
梦，建造中国太空家园的奋斗之旅，也见证着女性力量在浩渺星空中的一次次喷薄闪耀。

航天强国路，巾帼气如虹。正如刘洋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中国的航天事业呼唤更多的女性加入航天员队伍。随
着我们国家空间站的建立，我们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加入中国的航天员队伍中，比如工程师、载荷专
家等，未来一定有越来越多女性从事航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