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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我国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
出舱实施舱外活动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9月1日18时26分，航天员陈冬
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舱
门。至19时09分，航天员陈冬、航天员
刘洋成功出舱。

目前，两名出舱航天员已完成安装
脚限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后续将
在小机械臂的支持下，进行问天实验舱
扩展泵组安装、问天实验舱全景相机抬
升等作业，并开展舱外自主转移应急返
回能力验证。其间，航天员蔡旭哲在核
心舱内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
舱外操作。

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
舱气闸舱出舱实施舱外活动，也是陈
冬、刘洋首次执行出舱活动任务。

关注 1
舱外航天服上的名字
又暖又燃，记录了传承

9月1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
行第一次出舱活动。航天员陈冬、刘洋
成功出舱，其中出现了很多“名场面”。
当时15时48分，航天员关闭问天舱段
间舱门，随后陈冬、刘洋先后进入舱外
航天服进行出舱前各项准备工作。18
时26分，陈冬打开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舱
门，他冲着镜头挥手说道：“大家好，我
是01！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至19时 09分，陈冬、刘洋成功出
舱。出舱过程中，网友注意到一个细
节。刘洋的舱外航天服上面写着王亚
平、叶光富、刘洋的名字。原来三位航
天员先后穿了同一套服装。网友纷纷
表示：舱外航天服上的名字记录了传
承，真是又暖又燃。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也被网友注
意到。陈冬出舱之后，刘洋探出半个身
子挥挥手：“我出舱了，感觉很好！我先
回去，一会儿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这其实是

为躲避机械臂的移动。
神舟十四号乘组的首次出舱任务，

从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出舱。不同于
天和节点舱，问天气闸舱的出舱口，被
设计成了面向空间站的“下方”。航天
员从问天气闸舱出舱像是从上往下

“钻”。出舱后看到的景象也会大有不
同。之前节点舱出舱，航天员先看到的

是星空，这次先看到的是地球的景象。
打开舱门的陈冬停顿片刻，感叹道：

“哇，地球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向我扑
面而来”。

地面指挥中心则回复：“快出舱，欣
赏更多的美景吧”。

关注 2
“问天”开门大吉

航天员出舱“门”更宽了

此前，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的出舱活动均通过空间站核
心舱节点舱的出舱口进行，该舱门直径
为85厘米。这次，问天实验舱气闸舱的
舱门直径达到了1米，保障航天员在身
着舱外航天服的情况下，能更加从容地
携带设备走出“家门”，遨游太空。

这可不是简单的尺寸放大，背后
其实是“刚”与“柔”的平衡。要在保持
航天员所用的操作力度不变的情况
下，利用杠杆放大原理寻找平衡点，颇

具难度。
作为航天器机构中的复杂产品，1

米舱门涵盖了密封、传动、锁紧、导向、
润滑、人机工效等学科。但具体到航
天员的“开门”动作，却实现了“举重若
轻”，只需用门体上配套的操作手柄旋
转解锁，使用助力机构消除残压，拉动
舱门把手即可打开。而处在关闭状态
时，舱门配套的舱门保护罩、舱门检漏
仪等，能全方位保障“大门”的安全。
根据在轨的使用需求不同，梦天实验舱
等后续任务的舱门产品也会具备不同
功能。

当航天员置身太空时，一条连接航
天员与空间站的安全绳始终护卫左右，
每进行一次移动，航天员都必定会将安
全绳绑缚在合适的位置。这条“生命
线”，便是五院529厂研制的可伸缩安全
系绳机构。

在执行神舟七号任务时，航天员翟
志刚完成了我国首次太空出舱活动，所
使用的安全系绳长度固定，有效长度仅
为1米多。而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航
天员要完成空间站设备安装、检修等出
舱任务，出舱范围更大、操作难度更高、
安全要求更严格。为妥善完成相关任
务，亟需一种更长、可伸缩的安全系绳
机构，保证航天员与空间站舱体间超过
10米的安全连接，且伸缩过程要实现恒
力输出，不干扰航天员的运动。同时，
其还必须经受住太空中近200摄氏度大
温差、空间辐照、空间粒子等恶劣环境
的考验。

凭借丰富的空间机构产品设计能
力，研制团队在无需使用电机的情况
下，通过巧妙的设计，实现了钢丝绳的
恒力收放。10余米长的钢丝绳在狭小
空间里，能安全完成上万次、重复性的
有序缠绕。耐空间辐照的特殊包覆材
料对钢丝绳进行保护，能满足长寿命使
用的要求。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北
京日报客户端等

近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
点项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推出第4
版。与8年前的第3版相比，近千条新
词语被增补，许多字词有了新义项。

“新常态”“弯道超车”“刷屏”……
新词、新义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壮阔的
时代变迁。

“第4版汇集的近千条热词，分布于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真实反映时代前
进的步伐。”国家语委咨询委员、《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介绍，新版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单字12000
余个、词目72000余条、例证80000余
条，基本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面貌。

“初心”“反腐倡廉”“顶层设计”“新
常态”“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

“生态文明”“凝心聚力”“底线思维”“最
后一公里”……翻开《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以‘新常态’为例，它体现了党和
国家务实、高效、创新的经济治理理

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
松认为，数量众多的经济领域新词热词
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新进展、新优势，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
伟大成就。

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看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次修订
体现两个大的趋势，一是经济社会生活
中的绿色低碳趋势，二是互联网深刻改
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0年，“微博”“低碳经济”还是
时髦事物，第2版便将其收入；2014年
修订时，彼时迅猛发展的“网购”被增补
其中。

本次修订，从2021年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的“碳达峰”“碳中和”，到互
联网产业离不开的“云计算”，再到走入
千家万户的“移动支付”，一个个新增词
语背后，是日新月异的壮阔蓝海——

去年7月16日上线运行的全国碳
市场，运行一年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1.94亿吨，累计成交金额84.92亿元；
10年前还少人知晓的“云计算”，

2021年，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
2011年，我国移动支付年交易规模

仅有数百亿元，去年已达到527万亿元；
……

“数量可观的新词汇反映着新时代
的新创造、新气象。10年来的巨大变
革、显著成就是新词汇不断涌现的源
泉。”词典出版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社长王芳说。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词义
“上新”，都折射社会的发展进步。

比如，“弯道超车”通常指赛车时掌
握高超技巧且有勇气的选手在弯道加
速超越对手，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则收入了它如今被广为使用的新义项：
将困难、风险化作机遇，以超常的方法
迎难而上，超越他人。

从新能源汽车到网络消费，从5G
到高铁，从共享经济到人工智能，中国

人的日常雄辩地证明，“弯道超车”不仅
是比喻，更是现实。

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也在不断为
字词增添新义项，创造新用法。

当“秒杀”“秒光”已被熟练使用，你
是否“秒懂”了“秒”字“借指极短的时间
（多用作状语）”的新义项？当“刷脸”
“刷屏”成为流行语，你是否“刷”出了时
代气息？

老百姓的所知所感所想，同样丰富
着汉语世界。

“刚需”凝练着市场经济中的基本
需求，“慢生活”体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逆袭”激励着奋发进取，“脑洞”“脑
补”开阔着人们的想象……

词典修订主持人张世平表示，词语
的收录标准之一，是其必须进入了广大
民众的语文生活，在社会上有较高的使
用度。“新词语的收录反映了社会的发
展变化，进一步使语言更加丰富。”张世
平说。 据新华社

9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航天员陈冬（右）、刘洋（左）开展舱外
操作的画面。 新华社发

“弯道超车”“底线思维”“最后一公里”……

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增补近千条新词语

9月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拍摄的航天员陈冬准备打开问天实验
舱气闸舱出舱舱门的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