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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12月4日返回地球。自今年6月5日入驻中国空间站以来，3
名航天员在轨任务安排饱满，可以说是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的“最忙乘组”。

“神十四”乘组过去半年创造了多个“首次”，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诸多历史时刻，与地
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室”时代，与神舟十五
号乘组完成首次在轨交接，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最忙乘组”半年创造多个“首次”

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室”时代
在轨期间，神舟十四号乘组先后迎来问

天、梦天实验舱，配合地面完成空间站组装建
设工作，从单舱组合体飞行逐步建成三舱组
合体飞行状态。

首次进驻两个实验舱。问天实验舱和梦
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的两个实验舱段，发
射重量均约23吨。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在轨期
间，中国空间站首次实现两个20吨级的航天
器交会对接，完成国际首次平面式转位。其
中问天实验舱任务是中国空间站第一次在有
人状态下进行交会对接。

首次在问天实验舱进行太空授课。10
月 12日，“天宫课堂”在问天实验舱开讲，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作为新晋“太空教师”，介绍

和展示了问天实验舱的工作生活场景，并首
次展示了空间站植物研究项目的科学实验
操作。陈冬戴上空间站内首个混合现实眼
镜，在科学手套箱内对在太空中生长的拟南
芥进行样品采集。

3次出舱创纪录
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乘组分别开展

了2次出舱任务，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共完
成了3次出舱活动，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3次
出舱的纪录。

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9 月
初，陈冬、刘洋完成他们的出舱首秀，这是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出舱活动，问
天实验舱气闸舱首次使用，小机械臂首次
辅助舱外作业。

出舱活动间隔时间最短。9月17日，乘组
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此次任务距离乘组首
次出舱仅隔16天，创下中国航天员两次出舱
活动间隔时间最短纪录。

空间站“T”字构型下首次出舱。神舟十
四号乘组最后一次出舱是中国空间站形成

“T”字基本构型后的首次出舱任务，航天员的
出舱活动范围由单舱扩展到三舱。陈冬成为
首位登上组合机械臂的航天员；蔡旭哲实现
首次跨舱段舱外行走，成为首个到达梦天实
验舱舱外的航天员。

两个乘组首次“太空会师”
首次在轨“收快递”。11月 12日，天舟五

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并首次实现2小时快速
交会对接，创下人类航天器最快交会对接纪

录。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迎来货运飞
船。飞船向空间站送去了神舟十五号3名航
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
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首次迎接载人飞船来访。11月30日，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组合体，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来载人飞船，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顺利

“会师太空”，中国首次实现6名航天员同时在
轨飞行。

完成首次在轨交接。12月2日晚，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完
成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在轨交接，神舟十五号
乘组指令长费俊龙从神舟十四号乘组指令长
陈冬手中接过中国空间站钥匙。中国空间站
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中新社）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

最忙乘组
重返地球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北京时间2022年 12月 4日20时09
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
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身体
状态良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据悉，3位航天员回到地球的第一
顿饭就有面条，还有小米粥、羊汤和蔬
菜水果等。网友说：上车饺子下车面，
讲究！

首先出舱的航天员陈冬，是中国首
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陈冬描述回到地球的过程，说“像流星一
样回到祖国怀抱”。

航天员刘洋出舱时，微笑挥手。她
说“难忘天上宫阙，更念祖国家园”。随

后，航天员蔡旭哲出舱。
19 时 20 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
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
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
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
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
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
员身体健康。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回收试
验队总体技术负责人彭华康介绍，此次
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是在东风着陆场
的首次冬季夜间载人返回任务。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于 2022 年 6
月 5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

体。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期间，
先后进行 3 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
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开展一系列空间
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在轨迎接 2 个
空间站舱段、1艘载人飞船、1艘货运飞
船的来访，与地面配合完成了中国空
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与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交接班，
见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
快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刻，并利
用任务间隙，进行了1次“天宫课堂”太
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
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此外，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轨驻留
时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新华社、央视新闻）

距地面约400公里的空间站回到地
球，习惯了在太空中飘来飘去的航天员
们，在重新获得重力的瞬间，会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觉？身体又会经受怎样的考
验？此外，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如何帮助
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的重力，一起听听专
家的介绍。

据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专家介
绍，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六个月，这是一
个长期的在轨驻留。经过这样长的周期
后重返地球，对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是
一个综合的考验。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医
监医保室主任徐冲：我们称为重力再适
应，身体从上到下各个器官系统都要去
适应重力的环境，比如前庭系统、骨骼肌
肉系统、心血管系统、平衡功能、肌肉的
协调性，包括整个体液分布的改变，我们

知道，在轨时，体液头向分布了，回到地
球，整个体液又回到下肢了，所以对整个
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都有不同大小程
度的影响和挑战。

为了帮助三名航天员更快地适应地
球一个G的重力环境，地面工作人员要
在打开舱门的第一时间展开一系列措
施，来促进航天员身体机能的恢复。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
医监医保室主任徐冲：返回地面时，要
在返回舱内，我们医监医保人员协助航
天员体位调整，给予口服补液，这样促
进他整个的快速重力再适应。然后在
舱旁，我们有针对长期航天员返回后恢
复的一个专用的航天员抬送座椅，这个
座椅有很多新的功能，包括可调节航天
员一个比较合适的体位，促进重力地再
适应，然后到医监医保载体内，我们后

续还有系列的措施，完成第一棒，快速
重力再适应。

针对着陆场正值冬季，气候寒冷，工
作人员对航天员出舱程序和保障装备也
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医
监医保室主任徐冲：流程上整个来讲，还
是优化压减航天员寒冷环境下的暴露时
间，从装备上新研了航天员的整个保暖
装置，同时我们也提升了座椅的功能。
医监医保车载体有多个功能的模块，包
括里边的环境温度控制，让航行员感觉
还是很温暖很温馨的，在上面我们会开
展系列的医学检查、医学评估，还有一些
恢复的手段。

专家介绍，三名航天员返回后还要
进行为期半年的恢复训练，经过细致的
观察评估后，转入正常训练。（央视新闻）

返回地面后航天员身体会经受怎样的考验
■链接

航天员刘洋安全顺利出舱。新华社

航天员陈冬安全顺利出舱。新华社

航天员蔡旭哲安全顺利出舱。新华社

12

月4

日
，神
舟
十
四
号
载
人
飞
船
返

回
舱
在
东
风
着
陆
场
成
功
着
陆
。

新
华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