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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载荷专家成功入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

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这次
选拔的范围包括航天驾驶员、载
荷专家。其中航天驾驶员覆盖
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分别来
自香港和澳门的数名候选对象
进入到载荷专家选拔的最后环
节。

黄伟芬表示，来自港澳的载
荷专家经过了我们的层层选拔，
从初选基本条件的选拔，到复选
参加更全面深入的临床医学检
查，各项生理功能检查，航天环
境适应性的耐力选拔，心理的各
项测试，还有职业基本素质的考
察等等，然后我们还进行了定选
的查访走访等各项的选拔，他们
是满足了选拔条件的。

四批航天员选拔有
哪些变化

目前我们有四批航天员共
同为未来的空间站和登月任务
进行训练备战，每一代航天员都
有什么发展变化？我们的第四
批预备航天员又是如何选拔出
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完成了四
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从首批到
第四批，航天员选拔都有所不
同。黄伟芬首先从航天员选拔
来源的角度，介绍了近30年来
的发展变化。

黄伟芬介绍，我们首批完成
的是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出
的航天驾驶员，14名全部是男
性的航天驾驶员。在第二批选

拔的时候，不仅选了男性的航天
驾驶员，也选了两名女航天员。
第三批选拔的时候，根据空间站
任务需求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
选拔人群。我们不仅从空军选
了航天驾驶员，还从工程技术人
员和科学家中选了航天飞行工
程师和载荷专家，也包括了女航
天员；所以到第四批的时候，我
们首次面向三军，就是海陆空飞
行员中来进行选拔，我们还首次
从港澳来选拔载荷专家。

航天员的候选人群不断拓
展，航天员的类型不断调整和增
加，与之相应的选拔方法也在不
断优化改进。

黄伟芬说：“在第二批航天
员选拔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女
航天员的选拔，所以相应增加了
女航天员选拔的标准。我们同
时考虑中长期飞行对人的心血
管的要求高，所以研究制定了血
液重新分布，增加了适应性选拔
标准和身体基本素质选拔标
准。”

第三批航天员中由于增加
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两类航天员，选拔的方法、标准
和技术，更是进行了全方位调
整，航天员的选拔体系也逐渐完
备。

黄伟芬说：“职业基本素质
的考察方法不断改进。比如三
批选拔的时候，增加了噪声敏感
性的选拔。到第四批的时候，又
增加了虚拟现实训练器对出舱
活动的一个体验，还有就是手控
交互对接的操作的体验，来进一
步考察参选者跟职业相关的能
力。”

八大类训练，从难从严
练就航天员“超能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
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试训
一体”的原则，设计实施了八大类
百余项训练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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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员还会参加人船站地联
试、长期载人综合模拟验证试验、
出舱活动水下验证试验等各类工程
研制试验活动，并深度参与飞行手
册和预案编写，不断强化提升综合
实战能力。

虚实结合贴近实战，多
维度练就过硬出舱本领

在空间站任务中，出舱活动训
练是航天员最重要、难度最大、最
复杂的训练科目。

其中，操作技能和出舱程序训
练利用各类模拟器进行，包括应急
故障处置操作，以及模拟失重环境
和低压环境下的训练。在模拟失重
水槽出舱活动训练时，通过浮力配
平，航天员身着水下训练服，用双
手控制身体姿态，完成舱外转移、
上下机械臂、设备组装等操作。

除水槽训练外，航天员还须在
配有气浮悬吊装置的训练模拟器上
进行出舱过闸和返回过闸程序及操
作训练。通过虚拟现实训练器，航
天员可沉浸式体验在舱壁上行走、
乘坐机械臂转移，可俯瞰地球、仰
望星空，在逼真的“舱外环境”中，
航天员乘组协同完成出舱模拟训
练。

睡眠剥夺训练，科学练
就心理调适能力

航天飞行是一项高风险的活
动，尤其是长期载人飞行，需要航
天员具有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航
天员心理选拔与训练尤为重要。心
理训练包括心理放松、心理表象、
心理调适、心理相容性训练及结合
性心理训练等多个科目。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狭小
密闭环境睡眠剥夺训练，航天员要
在不足6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连续
72小时睡眠剥夺的情况下，完成多
项生理、认知、情绪等测试以及相
关任务，让航天员体验到极端情况
下的身心状态，磨砺坚决完成任务
的精神。

超重、失重、振动、旋
转，练就超强耐力

飞行任务中，航天员要承受超

重、失重、噪声、振动、旋转、着陆冲
击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必
须进行航天环境适应性选拔和训
练，挑选出对航天环境耐力较好的
候选者进入航天员队伍，之后必须
每年定期进行训练以保持较高的耐
力水平，提高适应能力。

航天专业任务模拟，训
练过硬处置能力

执行空间站任务时，航天员要
对空间站组合体运行进行监控管
理、维护维修，完成大量空间实
（试）验等工作，需要掌握学科门类
众多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航天员需要进行大量空
间站技术、空间实（试）验技术等航
天专业技术训练，航天员要在空间
站组合体模拟器内完成为期两周的
全任务模拟训练，从维护环控生保
系统到开展试验研究，覆盖在轨执
行任务时的所有通用操作。

极端环境真实磨炼，训
练团队救生能力

航天员返回地面后，尤其是在
应急返回的情况下，万一救援人员
不能按时到达，就需要自主出舱。
因此，航天员必须接受救生与生存
训练，具备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
力。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
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1名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目前航天员队伍的建设，无论是从选拔还是
训练，都统筹考虑了空间站和载人登月这两大任务来进行相关的工作。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
动，经过了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其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
家，得到了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1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首次有香
港载荷专家入选国家预备航天员，写下香港特区光辉历史。他感谢中央关爱
香港，给予香港人参与选拔的机会，认为是对香港科技界的支持和鼓励。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澳门首位载荷专家入选国家预备航天员，彰显中央
政府对澳门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让澳门在航天科技领域迈出了重要
一步，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荣誉，也向澳门青年人发出了强烈的鼓舞讯息。

本版稿件据央视、新华社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完成选拔,港澳各有1人被选中

怎么练

中国空间站任务艰巨
复杂，目前，航天员飞行时
间长达 6 个月，对其身体素
质、知识技能、应急决策与
处置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等
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要想
成为一名遨游太空、逐梦星
辰的航天员，需要具备哪些
能力？中国航天员又是怎
样练成的？

八大类百余项科目练就“超能力”

怎么选

从首批到第四批
航天员选拔有哪些变化？

为登月做准备
10人入选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
作日前结束，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

模拟训练 央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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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过程 央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