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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跨越十三年！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据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
时间2021年7月4日14时57分，经过
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
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
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

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继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
飞行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实施
的空间出舱活动，也是空间站阶段
中国航天员的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

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
舱外活动相关设备组装、全景相机
抬升等任务，首次检验了我国新一
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首次检
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
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
可靠性与安全性，为空间站后续出

舱 活 动 的 顺 利 实 施 奠 定 了 重 要
基础。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自6月
17日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按计划
开展了各项工作，目前3名航天员
状态良好，后续在轨飞行期间还将
进行一次出舱活动。

  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舱内航天
员聂海胜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
航天员在舱外工作场面。

＞＞科普＜＜

核心舱机械臂 天地通信“天路”
——— 多项技术突破为出舱活动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7
月4日，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
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记
者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获悉，我
国在核心舱机械臂、舱外维修与
辅助工具、天地通信系统等领域
取得一系列技术突破，为出舱活
动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次出舱活动首次检验了航
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
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最多能承载
25吨的重量，其肩部设置了3个关
节、肘部设置了1个关节、腕部设置
了3个关节，每个关节对应1个自由
度，具有七自由度的活动能力。通
过各个关节的旋转，空间站核心舱
机械臂能够实现自身前后左右任
意角度与位置的抓取和操作。

　　同时，舱外维修与辅助工具
可以协助航天员有效克服航天服
手套充压后操作不便、单手操作
难度大等诸多挑战。其中，舱外
电动工具可以适应舱外复杂的真
空和高低温环境，具有定力矩拧
紧、拧松的工作模式；舱外通用把
手可以安装到维修设备上，用于
航天员在轨维修时进行待维修设
备的转移及防漂……
　　另外，开展出舱活动，与地面
建立高速及时的通信联系至关重
要。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第
三代中继终端产品，通过与中继卫
星天链一号和天链二号建立中继
链路，实现中继通信，确保航天员
与地面通信的实时畅通，好比在太
空中搭建了地面与中继卫星、中继
卫星与航天员之间的“天路”。

＞＞揭秘＜＜

面临失重、低气压和气温不稳定以及强辐射等诸多挑战

航天员为何要进行出舱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4日14时57分，经过约7小时
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
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
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
着中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
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为何要出舱活动？出
舱后通常要完成哪些任务？
　　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空行
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员离开载
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入太空
的活动。由于太空环境恶劣，航
天员要面临失重、低气压和气温
不稳定以及强辐射等诸多挑战。
　　机器人或自动化技术通常是
人类出舱活动的替代方案，但目

前设计能执行预期任务之外或超
出已知任务参数范围的机器人成
本高，且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完全
取代人类。而航天员的出舱活动
效率较高，并且对意外故障和突
发事件做出响应的能力较强。正
如建造摩天大楼需要建筑工人和
起重机一样，出舱活动需要航天
员和机器人共同完成舱外作业。
　　美国航天局认为，宇航员在舱
外维修卫星或其他航天器，可以避
免将它们带回地球修理；在舱外开
展科学实验，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太
空环境对不同事物的影响。宇航
员还可以在舱外测试新设备。
　　在舱外作业中，航天员或宇
航员主要开展卫星捕获和维修、
更换电池、舱外维修、外部航天器
组件的组装及连接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