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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平太空行走
中國女性第一步

進行首次太空出艙前，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已在
太空中工作、生活20多天。官方日前也發布一些
他們有趣太空生活的畫面。航天員王亞平化身太
空理髮師，親自操刀為葉光富修剪髮型。翟志剛也
在旁使用特殊的太空理髮裝置，幫忙將剪下來的碎
髮吸入殘渣收集器裏，三人配合相當默契。

王亞平在進入太空站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
在太空長期駐留，要求航天員必須具備理髮師的
技能。她已訓練多次，在地面上也經常給其他航
天員們剪頭髮。「現在已經老開玩笑叫我『托尼

王』（Tony，內地網友對理髮師的暱稱），技術
已經很嫺熟了」，王亞平笑着說。雖然太空站的
微重力環境讓王亞平不能站穩，但這完全不影響
她的發揮，葉光富對着鏡子不住點頭。

川味海鮮口味多 航天員吃得豐盛
此外，官方還公布了神十三乘組在11月2日午

餐時的場景。王亞平首先來到餐桌旁，開始擺放
餐食和餐具。他們的午餐有米飯、糯米糕、紅糖
糍粑、馬蹄滑蝦球、酸辣筍、土豆牛肉、玉米

腸、雪菜兔肉、番茄雞蛋湯、甜辣醬、蒜蓉辣
醬，相當豐盛。

據介紹，航天員每天三餐就是最開心愉快的時
刻，他們的胃口也不錯，整體的進食率達到百分
之九十以上。科研人員為航天員配備了100多種
食品，除考慮營養外，還針對個人口味設計食
譜，比如葉光富是成都人，有些菜品偏辣，王亞
平是山東人，海鮮就不可少，作為東北人的翟志
剛，口味則比較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王亞平變身髮型師 太空理髮神器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此次出艙活動中，由航天
科技集團五院總研製的太空站核心艙機械臂再次耀眼亮相，托舉航天
員到達指定位置開展出艙操作，順利完成了機械臂級聯裝置的安裝工
作，為後續實現擎天雙臂組合打下扎實基礎。
太空站機械臂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新領域之一，融合了機、

電、熱、控制、光學等多個專業，這也更加凸顯了雙臂組合轉接
件的研製難度。此次出艙安裝的機械臂級聯裝置由雙臂組合轉接
件和懸掛裝置組成，其中，雙臂組合轉接件被形象地比喻為「宇
宙級機械臂轉接頭」。

太空站設兩臂 小臂稍後升空
五院空間站機械臂飛控負責人高升介紹，太空站機械臂由核心艙

機械臂（大臂）和「問天」實驗艙機械臂（小臂）組成。按照任務規
劃，實驗艙機械臂將隨「問天」實驗艙一起發射入軌，並將在太空中
與核心艙機械臂完成「大小臂在軌組合」的亮眼操作，而實現組合的
關鍵裝置就是雙臂組合轉接件。由於長度為10米的核心艙機械臂和
長度為5米的實驗艙機械臂「體型」差異較大，因此端口設計也有較
大差別。
如何做好兩個機械臂的對接，實現「1+1=1」的效果，完成適應性
強、操作難度更大的任務，對研製團隊說是一個巨大的創新難題。為
此，五院的研製團隊一次次開展方案論證，一輪輪進行設計優化，將
小小的「宇宙級機械臂轉接頭」從創意變成了「四両撥千斤」的科技
神器。它不僅有助於完成兩個機械臂的接口互連，更實現了兩者間電
氣和信息的互通，在惡劣的太空環境中安全打通兩個機械臂之間的
「任督二脈」。

接臂裝置掛艙外 完工可「收刀回鞘」
據介紹，在機械臂級聯裝置安裝過程中，首先在核心艙艙壁上安
裝帶有抱爪結構的懸掛裝置，該裝置用於捕獲和存放雙臂組合轉接
件，並為它提供供電保證。完成懸掛裝置安裝後，航天員翟志剛輕推
雙臂組合轉接件進入卡口位置，這時，懸掛裝置在指令的遙控下，通
過抱爪結構準確地將轉接件抓住，並將其「擁入懷中」。
五院空間站機械臂懸掛裝置主管設計師高翔宇介紹，雙臂組合轉接

件好比「刀劍」，懸掛裝置則好比「刀鞘」。未來，當兩個機械臂開
展對接工作時，核心艙機械臂（大臂）將主動探向雙臂組合轉接件，
通過末端視覺相機識別靶標，將其從懸掛裝置上精準取出，進而完成
與「問天」實驗艙機械臂的組合，形成更長、更穩定的靈巧型太空機
械臂。屆時，太空站機械臂可達範圍直接拓展為14.5米，活動範圍可
直接覆蓋太空站三個艙段，隨時實現對太空站艙體表面的巡檢。同
時，機械臂在組合對接狀態下完成在軌任務後，又要重新分為大小機
械臂兩個部分，此時雙臂組合轉接件自然是收「刀」入「鞘」，由核
心艙機械臂主動將雙臂組合轉接件重新放回懸掛裝置中。
「未來，在太空站完成三艙組合後，航天員出艙任務大部分將由

組合臂的形式完成。」專家表示，後續，太空站機械臂將通過雙臂組
合轉接件實現兩個機械臂的組裝，進而完成高難度、更加多樣化的任
務目標，這不僅是世界首次，更是中國智慧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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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二與神十三首次出艙對比

神十二：
完成艙外活動相關
設備組裝、全景相
機A抬升等

神十三：
在機械臂支持下，配合
開展機械臂懸掛裝置與
轉接件安裝和艙外典型
動作測試等作業

神十二：
約7小時

神十三：
約6小時

神十二：
進行多次技術驗證

神十三：
直奔太空作業主題

神舟十三號首次出艙準備工作從7日下午即開始進行。在執行任務
前，地面為航天員特別準備了鮮花包作為出艙太空餐，這樣高碳

水、高熱量的食物可以支撐他們長時間、高消耗的太空作業。

翟志剛喊「感覺良好」兩隊友接龍
晚上7時許，神舟十三號乘組的出艙任務正式開啟。「我已出
艙，感覺良好！」時隔13年後，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翟志剛再次喊
出這句話，令人激動不已。在神舟七號任務中，翟志剛曾突遇險
情，最後抱着犧牲的決心，圓滿完成出艙任務。此次，中國太空站
早已與當時不可同日而語，翟志剛也身着新一代飛天艙外服順利重
返太空。
很多網友評價，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是一組配合

極為默契，也充滿幽默感的航天員組合。果不其
然，在地面上人們還沉浸在翟志剛相隔13年後再度
出艙的感動中，在節點艙中等待的王亞平馬上接了
一句，「我一會出艙，感覺良好！」而正在核心艙
進行支持工作的葉光富也馬上跟一個，「我下次出
艙，感覺良好！」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的風趣幽默、
默契十足，讓飛控大廳裏響起一陣陣笑聲。

雄雌出艙服 紅金「臂環」雙輝映
此次出艙，翟志剛身着「國旗紅」艙外航天服，

王亞平身着的新上行艙外航天服帶有「閃亮金」，這
是國旗上星星的顏色。
專家表示，在神舟十二號任務兩次出艙的經驗基礎

上，此次出艙前期的準備流程更加精簡，也不再進行驗證性的工作，
而是直奔工作點。此次的任務，是進行機械臂懸掛裝置與轉接件安
裝，翟志剛站上機械臂直奔作業點，王亞平則通過攀爬達到作業點，
同時葉光富在核心艙內配合支持，共同完成任務。
依照任務規劃，神舟十三號任務將在軌駐留長達半年，其間展開2
次至3次太空出艙活動。在本次太空出艙以前，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
組已在軌工作生活超過20天，先後開展了貨運飛船物資轉移、太空站
組合體管理、新上行艙外服啟封和測試、在軌醫學檢查、失重防護鍛
煉、太空試（實）驗等日常工作，進行了在軌緊急撤離、機械臂操
作、醫療救護演練等在軌訓練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載人航天

再次創造歷史，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王亞平成為中國首位進

行出艙活動的女航天員，邁出了中國女性艙外太空行走第

一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11月7日18時51

分，航天員翟志剛成功開啟天和核心艙節點艙出艙艙

門，一個多小時後，翟志剛、王亞平身着中國新一代

「飛天」艙外航天服，先後從天和核心艙節點艙成功出

艙，在機械臂支持下完成機械臂懸掛裝置與轉接件安裝

和艙外典型動作測試等作業，航天員葉光富在艙內支

持。神舟十三號首次出艙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神十三航天員首次出艙

實驗艙機械臂
(長度：5米)

核心艙機械臂
(長度：10米)

核心艙與實驗艙機械臂組合模擬圖
可達範圍：14.5米

「「問天問天」」實驗艙實驗艙

「「天和天和」」核
心艙

核心艙

王亞平說：「男航天員能做到
的，我也能做到。」2003年，楊
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飛船飛向太空
時，王亞平就有個想法：「中國
有了第一個男航天員，什麼時候
會有女航天員呢？」十八載航天
夢，十一年不懈訓練。今天，她
成為中國首位出艙的女航天員！

●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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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平（左）為葉光富（中）剪頭髮，翟志剛在旁幫忙吸走
碎髮。 視頻截圖

●北京時間2021年11月7日，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王
亞平成功出艙，成為中國首位進行出艙活動的女航天
員，邁出了中國女性艙外太空行走第一步。 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空軍女飛行員時期的王亞平。

●2013年，王亞平首次太空授課。

▲翟志剛站上機械
臂進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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