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员航天员““太空出差太空出差””
任务都有啥任务都有啥？？

作为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土星
因为肉眼观察下十分接近泥土颜色而
得名。

很多人觉得土星是一个美丽的星
球，因为它的外围围绕着一圈美丽又明
亮的行星环，就像一个漂亮的宽边草帽，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土星环”。

土星形成于大约45亿年前，土星环
的形成则比土星晚得多，形成于1000万
至1亿年前，相当于地球上的恐龙时代。

土星环虽然看起来是实心的，其实
它是由无数漂浮的冰块、岩石颗粒和尘
埃组成。宽度几乎和地月距离相当，但
厚度只有十几米到几十米。

主要的土星环，宽度从48公里到30.2
万公里不等。这些土星环按照距离土星
从近到远的距离，按照被发现的时间先后
顺序，分别被命名为D、C、B、A、F、G和E
环。其中，B环最宽、最亮，质量也最大。

天文学家猜测，轨道共振会引起土
星的暗带。所谓轨道共振，是说当两个
天体的公转周期之比为有理数时，会出
现周期性的引力作用。这个定期施加的
引力会影响到对方，从而改变或限制对
方的轨道，由此也就产生了我们看到的
暗带。

轨道共振的物理原理在概念上类似
于我们推秋千这个动作，轨道和摆动的
秋千之间有着一个自然频率。我们每重
复推一次，就会在秋千划过的轨道上产
生累积性的影响。

简单理解就是，如果一颗小行星的
轨道周期跟土星的轨道周期成整数比，
就会周期性受到土星的扰动，从而轨道
不稳定，这颗小行星最终会离开这个轨
道，这就导致这条轨道半径上的小行星
数量非常少，这样看起来土星环上就像
有了一条缝隙。

目前土星上被发现的卫星有82颗，
通过轨道共振将同轨道上的小行星全
部踢出去，这就是土星暗带形成的最终
原因。

浩瀚星空，藏着无数神奇的现象，还
有更多的奇妙现象等着我们去探索。

据新华社

相比神舟十二号任务，尽管
在选拔训练和航天员保障技术整
体思路方案、措施、手段上相同，
但针对更长期的特点，又进一步
突出强化了重点。

据悉，面向半年的飞行任务，
进一步强化规范工作节奏和工作
制度，包括每周值班制度，周六站
务及物资管理日制度，周日休整
日制度，每月天地沟通交流制度
等，同时，针对出舱活动形成的相
对固化的工作计划模块等，相比
神舟十二号任务，工作节奏更加
鲜明，天地协同一体的工作模式
和体系更加成熟。

在完成既定训练计划的基础
上，9 月 6 日，神舟十三号乘组在
飞控现场与神舟十二号乘组进行
了天地通话，了解了撤离前物资
状态、在轨工作与生活注意事

项。航天员返回前，神舟十二号
乘组对整站物资、产品状态进行
了全面巡视拍摄，与神舟十三号
乘组及备份航天员进行了专项座
谈交流，全面介绍操作要点、天地
差异、注意事项等内容，特别是针
对出舱活动，乘组充分交流了经
验，为神舟十三号乘组提前进入
状态、顺利执行任务打下了基础。

为充分利用长期航天飞行机
会，普及航天科学知识和科学精
神，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在神舟十
三号飞行任务中，还专门策划了系
列科普及公益活动，设计了空间站
航天员日常生活、空间站专项技
术、专题科学知识、科学小实验及
系列主题活动等方案，以传播载人
航天的重大意义并积极与公众沟
通，结合传统节日契机弘扬我国传
统文化。 文图均据新华社

神
舟
十
二
号
乘
组
传
授
经
验

将
创
造
中
国
太
空
驻
留
新
纪
录

指
令
长
均
由
飞
过
的
航
天
员
担
任

对航天员系统而言，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与建造阶段航天员
飞行时间长达3到6个月，任务极
为艰巨复杂，对航天员的身心素
质、知识技能、应急决策与处置能
力、心理调适能力都提出极高要
求，航天员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规
划，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与建造
阶段共有 4 次载人航天飞行任
务。航天员系统在总结前期选拔
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4次任务的
特点，调整了选拔策略，按照“统
筹规划、新老搭配、继承与发展”

等原则，于 2019 年 12 月选出 4 个
飞行乘组，每个飞行乘组由3名航
天员组成，指令长均由飞过的航
天员担任。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表示，飞行乘组选拔，仍从思想政
治素质、身体情况、心理素质、知
识与技能掌握情况等方面进行全
面考查和评定，在确定航天员个
体满足任务要求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了飞行经验、出舱活动要求、
与各次任务的匹配、年龄、新老搭
配、心理相容性等因素，统筹分析
确定各次任务飞行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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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3名
航天员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
令长。他们将在太空在轨飞
行6个月，并将在太空中过
春节。此次飞行任务有何看
点？星空中的“太空出差”三
人组又会有怎样的“约定”？

飞船入轨后，按照预定
程序，与天和核心舱和天舟
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进行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
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启为期6
个月的在轨驻留。

按照预定计划，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完成径向交会对接之
后，停靠时间将由神舟十二
号的3个月延长到6个月，执
行 180 天组合体长期驻留任
务，这将是我国迄今为止时
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将
首次考核并验证空间站任务
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能力。

距离神舟十二号载人航
天任务成功返回约1个月，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再次搭乘
航天员进入太空，它已经完
成了进一步的优化升级，新
技能将神舟载人飞船的综合
能力进一步提升。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
太空首次实施径向交会对
接，上演“太空华尔兹”。在
空间站不断调整姿态的配合
下，通过天和核心舱下方对
接口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并对
接。虽然只是方向变了 90
度，但是对接的难度却大了
不少。

在径向对接过程中，飞
船直立后对地的通信将变为
由空间站作为基站，通过空
间站与飞行器间的空间通信
电路，再经过中继星与地面
建立通信联系。如此设计，
可以实现在径向交会对接过
程中，飞船与地面之间不间
断联系。

此次径向交会对接整个
过程都是在制导导航与控制
（GNC）系统指挥下，飞船智
能自主完成的。径向交会和
前向交会都是中国空间站载
人飞船正常的交会方式，会
在未来空间站载人交会对接
任务中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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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 3 月开始，航天员
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作准
备阶段。

黄伟芬说，航天员系统本着
“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试训一
体”的原则，策划设计并实施了8
大类200余项训练，包括：基础理
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
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救生与生存
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
序与任务模拟训练、大型联合演
练等，并安排航天员参加了近百
次工程研制试验活动。

黄伟芬介绍，神舟十三号飞
行乘组在轨驻留6个月，需同时管
理天和舱、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天舟二号、天舟三号形成的组合
体。将按计划参加天舟二号舱段
转位试验，进行手控遥操作对接

试验、再生生保在轨维修及验证
试验，完成大量的飞行任务在轨
数据收集与人因工程技术研究、
航天医学实验、空间应用系统实
验、科普教育活动等，完成空间站
站务管理、物资盘点、日常维护等
工作，并将执行2至3次出舱活动
任务，进一步验证我国空间站出
舱活动技术及长期驻留保障技
术，为空间站建造奠定基础。

“神舟十三号在轨飞行 6 个
月，航天员身心素质将经受更大
挑战。”黄伟芬说，针对6个月长期
飞行挑战要求，航天员系统在选
拔训练、健康、工作、生活等驻留
保障技术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和准备，在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
中进行了初步验证，在神舟十三
号飞行任务中将进行全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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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天 员
王亚平参加
人船联试。

航天员翟志刚
水下训练时在机械
臂上移动。

航天员叶光富
参加工效实验。

土星外围围绕着美丽又明亮的行星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