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海鹏简历

男，汉族，籍贯山西运城，党员，硕士
学位。1966年10月出生，1985年6月入伍，
1987年9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某师
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安全飞行1200小时，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年1月，正式成
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5年6月，入选神舟六
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梯队成员。2008年9月，
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2012年6月，执
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担任指令长。2016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担任指
令长。

陈冬简历

男，汉族，籍贯河南郑州，河南洛阳
出生，党员，大学本科。1978 年 12 月出
生，1997年8月入伍，1999年4月入党，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
员，上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飞行大
队大队长，安全飞行1500小时，被评为空
军一级飞行员。2010年5月，正式成为我国
第二批航天员。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
完成了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
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任务，通
过了各项考核，综合评定成绩优异。2016
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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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今早发射 2名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33天

航天员陈冬是咱河南人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于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
陈冬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武平 10 月 16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举行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

武平表示，经任务总指
挥部研究决定，瞄准 10 月
17日7时30分发射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景
海鹏担任指令长。航天员景
海鹏参加过神舟七号、神舟
九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
陈冬首次参加载人飞行任务。

武平介绍，这次任务的
主要目的：一是为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在轨运营提供人
员和物资天地往返运输服
务，考核验证空间站运行轨
道的交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
回技术；二是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对接形成组合体，
进行航天员中期驻留，考核
组合体对航天员生活、工作
和健康的保障能力，以及航
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三是开展有人参与的航天医
学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在
轨维修等技术试验，以及科
普活动。

武平表示，参加任务的
酒泉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
陆场等系统与神舟十号飞行
任务状态基本一致。为进一
步提高安全性、可靠性和适
应本次飞行任务的具体要
求，神舟十一号飞船和长征
二号 F遥十一火箭分别进行
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

武平介绍，神舟十一号
飞船入轨后，2 天内完成与
天宫二号的自动交会对接，
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天
宫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30
天。期间，2 名航天员将按
照飞行手册、操作指南和地
面指令进行工作和生活，按
计划开展有关科学实验。完
成组合体飞行后，神舟十一
号撤离天宫二号，并于 1天
内返回至着陆场，天宫二号
转入独立运行模式。

武平说，目前，天宫二
号运行在高度 393 公里的近
圆对接轨道上，状态稳定，
设备工作正常，推进剂等消
耗性资源充足，满足交会对
接任务要求和航天员进驻条
件。执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
务的各系统已完成综合演
练，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
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
就绪。

执行神舟十一号任务的2名航天员计划
在轨飞行33天，时间长度已属于中长期。武
平表示，将在神舟十号任务的基础上，采取
四项措施保障航天员健康生活、高效工作。

武平说，随着空间飞行时间的增加，太
空失重环境对人体带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
大，特别是心血管系统功能减退的问题会变
得更加突出，还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肌肉萎缩
和骨丢失问题。此外，飞行时间大幅延长
后，航天员返回地面时的重力再适应反应症
状会较为明显，再适应时间也会相应延长。
这对我们保障航天员生理和心理健康提出了
新的挑战。

武平表示，执行神舟十一号任务的2名
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33天，将从四个方面采
取措施保障他们健康生活、高效工作。

一是医监医保方面。飞行期间将综合利
用医疗问询、基本生理指标检查、尿常规检
测，以及心肺功能检查等手段，定期对航天
员实施健康状态评估；更加注重加强舱内微
生物控制，并配置了预防治疗药品和有关医
疗器械，来确保飞行期间航天员的健康。此
外，这次任务首次建立起天地远程医疗支持
系统，通过天地协同会诊，来解决航天员的
在轨“看病”问题。

二是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面。配备了防
护装备和锻炼设备，尽可能降低失重给航天
员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使用套带，解决
飞行初期出现的头晕、鼻塞等不适反应；通
过使用拉力器和自行车锻炼、穿着企鹅服工
作，对心肺功能下降、肌肉萎缩和骨丢失等
进行综合防护。

三是营养健康保障方面。武平说，这次
任务进一步丰富了航天食品，种类有近百
种，食谱周期达到 5 天，膳食结构更加科
学；同时还考虑了个性化需求，增强了食品
感官接受性，任务期经过了航天员的试吃，
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应该说，这些食品可
以满足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的能量摄入和营
养需求。”

四是心理支持方面。针对本次任务在轨
飞行时间长的特点，将加大飞行期间对航天
员的心理支持力度。在专业心理医生支持、
亲情交流、航天员团队支持等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技术支持手段。比如，研制了基于
虚拟现实技术的心理舒缓系统，升级了天地
信息交流系统，航天员可以随时和地面沟通
信息、传递邮件，与亲朋好友进行音视频交
流，以此来缓解航天员的压力，保证航天员
的心理健康。

四项措施 保障33天中长期飞行

多项技术改进 适应飞行任务要求

神舟十一号飞船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
以适应飞行任务要求。

武平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充分继承了
神舟十号飞船的技术状态，主要功能和技术
指标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从满足本次任
务要求，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安全性，以及验
证未来航天技术三个方面，对神舟飞船进行
了技术改进。

一是为满足本次任务要求，调整了轨道
控制策略和飞行程序，使神舟十一号飞船能
够适应本次任务交会对接轨道和返回轨道高

度由343公里提高到393公里的要求；优化调
整了货物装载布局方案，进一步提高了这次
飞行任务的随行运输能力。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可靠性，新配
备了宽波束中继通信终端设备，显著扩大了
测控覆盖范围，提升了飞船姿态快速变化时
的天地通信保障能力，从而提高了航天员的
安全性和飞船的可靠性。

三是为验证未来航天技术，满足未来空
间站交会测量设备长寿命使用要求，对神舟
十一飞船的交会测量设备进行了升级换代。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表
示，神舟十一号航天员33天的天上生活“丰
富多彩、很有看头”。

武平说，景海鹏和陈冬2名航天员均具备
飞船驾驶、组合体管理、手动交会对接，以
及故障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整个飞行任
务期间，他们将在轨完成飞行器操控、在轨
试验、健康保障、生活照料、科普及展示活
动等生活和工作任务。这些精彩的看点主要
包括：

“天上的生活”

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达33天，是我国
迄今时间最长的一次航天飞行，体现出我国
载人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本身就是一个精
彩看点。针对本次任务要求和特点，飞行期
间航天员将实行每周6天、每天8小时的工作
制，以及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航天食品包括
主食、副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和功能食
品等六大类近百种，非常丰富；飞行中他们
可以通过骑自行车、太空跑台跑步等方式进
行在轨锻炼；通过视频、语音和邮件等方式
进行亲情沟通。总之，航天员天上生活丰富
多彩、很有看头。

“天上的实验”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后，将开展多项在
轨的试验，凸显了人在载人航天活动中的地
位、作用和价值。比如，首次开展我国航天
飞行中的医学超声检查，可以实时检测航天
员心肺功能；他们将参与多项应用载荷技术
试验，更换空间材料制备样品，进行太空植
物栽培试验等；还将开展在轨维修操作，进
行人机协同验证。

“天上的科普”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飞行期
间，开展的科普项目也很精彩。比如，随神
舟十一号飞船进入太空的，还有香港中学生
太空科技设计大赛的3个获奖项目，即“太空
养蚕”“双摆实验”以及“水膜反应”，航天
员将在轨完成这些实验，帮助中小学生认识
了解微重力环境中事物的状态变化。

武平介绍说，此外，飞行任务期间，航
天员还将开展多项展示性的活动，比如“太
空日记”“家书载梦”“挑战不可能”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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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生活三大看点[ ]

航天员将完成
“太空养蚕”多项试验

长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结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