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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北京時間2022年11
月3日9時32分，太空站夢天實驗艙順利完成

轉位。轉位期間，夢天實驗艙先完成相關狀態設
置，再與太空站組合體分離，之後採用平面轉位方
式經約一小時完成轉位，與天和核心艙節點艙側向
端口再次對接。夢天實驗艙轉位完成標誌着中國太
空站「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成，向着建成太
空站的目標邁出了關鍵一步。

航天員將首次在軌輪換
同日15時12分，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順利進

入夢天實驗艙，他們將在太空站內先後迎接天舟五
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的訪問，屆時神
舟十四號、十五號兩個乘組將完成中國航天史上首
次航天員乘組在軌輪換。
專家表示，夢天實驗艙的主要任務包括：在軌完

成與天和核心艙交會對接、艙段轉位和停泊；為航

天員在密封艙內工作提供更好的保障條件，保證航
天員安全；為開展艙內及艙外空間實（試）驗提供
保障條件；提供貨物氣閘，實現載荷與設備自動進
出艙等。在載人環境方面，夢天艙為航天員增加了
約30立方米的艙內工作空間。而且，三艙組合體
密封空間連通，形成完整的空氣循環，空氣壓力、
成分及溫濕度都能得到統一控制，並隨着空氣流動
均勻化，讓航天員在各艙段內都處於適宜的環境
中。
作為夢天艙在太空中的第一批主人，神舟十四號

乘組進入夢天艙時歡快的場景，正顯示出該艙段的
宜居。進入夢天艙時，三人滿臉是「喜提新居」的
笑容，陳冬還翻起了跟頭。打開艙門後，航天員立
刻通過天地連線，向地面報告詳細情況，這也顯示
出夢天艙通信已相當穩定。
「我們現在的心情非常激動，中國太空站即將開

啟全新夢幻之旅，夢裏有你、有我、有家、有國，
在浩瀚宇宙中讓我們一起與夢同行，逐夢太空。」
陳冬說。他表示，自己很喜歡神十四乘組的「最繁
忙乘組」稱號，太空生活的每一天都十分精彩、每
一刻都值得銘記，在太空會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完
成好任務，體會太空的奇妙，記錄自己的心情，雖
然很忙碌，但更覺得充實。
劉洋說，中國太空站是全人類共同的太空家園。

她表示，十年前執行神舟九號任務，進入中國首個
太空實驗室天宮一號。十年後的太空站已變成三艙
兩船構型，更加寬敞、舒適、美好，能夠親身經歷
並見證偉大時代的發展變化，並有幸參與到一段歷
史的創造與書寫當中，真的是非常幸福。
令蔡旭哲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個人的首次太空飛

行、首次太空出艙。他說，後續會繼續精心操作、
密切配合，完成好後面的飛行任務，為建造中國太
空站、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團結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新居」配齊，三艙合「T」，隨

着夢天實驗艙3日順利完成轉位，中國太空站「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

成，向着建成太空站的目標邁出關鍵一步。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順利進入夢

天艙，指令長陳冬情不自禁翻起跟頭，難以抑制「喜提新居」的喜悅。「在太空值守

的第152天，我們終於迎來了夢天實驗艙，我們的家又變寬敞了。」陳冬說，中國太

空站即將開啟全新夢幻之旅，後續他們將迎來神舟十五號乘組，並完成首次在軌乘組

輪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太空
站即將建成，將有越來越多的航天員進入中國人的
「太空家園」。據央視報道，中國第三批航天員正加
緊訓練，預計在明年開始執行太空站任務。對於第四
批航天員選拔，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楊利偉
表示，首次增加了在港澳選拔航天員的過程。對於載
荷專家等航天員的選拔，視力要求比航天駕駛員稍寬
鬆一些，但對知識結構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第三批航天員擬明年執行太空站任務
據報道，中國第三批航天員正在加緊訓練，計劃

2023年開始執行太空站任務。第三批航天員共有
17名男性航天員和1名女性航天員入選。這18人分
別包括：7名航天駕駛員、7名航天飛行工程師和4
名載荷專家。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已啟動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已經啟動，將選拔12至

14名預備航天員，包括航天駕駛員7至8名，航天
飛行工程師和載荷專家共5至6名，其中，載荷專
家2名左右。航天駕駛員在陸海空三軍現役飛行員
中選拔，航天飛行工程師在從事航空航天工程及相
關領域專業的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選拔，載荷專
家在從事空間科學研究及應用相關領域的科研人員
中選拔。
對於航天駕駛員的選拔，楊利偉表示，此次不單
有來自空軍的，還有來自海軍和陸軍的飛行員，選
拔面更加廣泛了。從地域上來講，除在內地進行招
收，特別是首次增加在港澳選拔航天員的過程。第
四批預備航天員從選拔面、數量、種類，都有很大
擴展。
另據報道，剛剛將夢天艙送上太空的文昌航天發

射場，緊接着將迎來天舟五號的發射任務。待「快
遞小哥」升空後不久，神舟十五號飛行乘組將從酒
泉衛星發射中心啟動，與神舟十四號乘組在中國太
空站相聚。

藉助關節驅動機構
助夢天平穩「轉身」

		
��

夢
天
轉
位
三
艙
合
「
T
」
神
十
四
乘
組
入
駐
「
新
居
」

楊利偉：
載荷專家視力要求低於航天員

隨着夢天艙順利完成轉位，中國太空站
「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成。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五院專家表示，轉位後的太空站「T」
字構型結構對稱，從姿態控制、組合體管理上
都是比較穩定的構型，易於組合體的飛行，且
由於其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氣擾動等影響較為

均衡，太空站姿態控制消耗的推進劑和其他資源較少。

採用艙體停控模式轉位
對於夢天艙為何不採用直接側向交會對接，而是對接後再轉

位的問題，專家表示，實驗艙與太空站組合體進行側向對接，
會因為質心偏差對太空站姿態造成較大影響，甚至可能會有滾
轉失控的風險。此外，根據太空站建造方案，兩個實驗艙將在
天和核心艙的側向永久停泊，如果選擇側向交會對接，首先需
要在天和核心艙兩個側向端口分別配置一套交會對接設備，並
且這兩套設備只能使用一次，造成資源的浪費。由此可見，問
天、夢天先與核心艙進行前向交會對接，再通過轉位移至核心
艙側向停泊口的方案設計是最優的。
夢天艙從天和核心艙前向對接口轉移到側向對接口，並非像

人們「轉身」一樣的簡單容易。如何讓150公斤的轉臂平穩帶
動23噸的夢天實驗艙順利實現「轉身」？專家介紹，夢天實
驗艙轉臂上安裝了兩個驅動部件——關節驅動機構，這就像人
們手臂的兩個「運動關節」一樣，靠近夢天艙端的是「肩關
節」，另一個則是與捕獲機構相連的「腕關節」。在兩個「關
節」工作時，必須做到從加速到勻速階段的平穩過渡，從而確
保運動過程中的穩定性。此外，此次轉位過程中採用了艙體停
控模式，即在轉位時通過「肩關節」做一次啟停，「腕關節」
做兩次啟停，從而實現平穩轉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隨着夢天實驗艙順利完成轉位，中國
太空站「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成，
與此同時「國家太空實驗室」也在線上
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亮相，甫一上線就吸
引大量粉絲，並被眾多大V轉發祝賀，
「轉讚評」瞬間過萬。

「國家太空實驗室」微博通

過手繪科普漫畫「太空實驗室使用手
冊」介紹了夢天艙內裝置的實驗櫃。據
介紹，夢天艙是太空站三艙中載荷支持
能力最強的，包括工作艙、貨物氣閘
艙、載荷艙、資源艙，軸向長度為17.9
米，艙體結構最大直徑4.2米。在艙內載
荷方面，相比天和核心艙的4個、問天艙

的8個機櫃空間，夢天艙提供了13個機
櫃空間，包括超冷原子物理實驗櫃、高
精度時頻實驗櫃等。

此外，夢天艙還有在軌繼續配置載荷
的能力，其載荷艙外設置了展開式載荷
試驗平台，需發射後在軌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國家太空實驗室」亮相微博 手繪漫畫科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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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位機構轉位機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拍攝的夢天實驗艙順利
完成轉位的畫面。 新華社

◆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進入夢天實驗艙。 新華社

◆◆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中中））、、劉洋劉洋
（（左左）、）、蔡旭哲進入夢天實驗艙蔡旭哲進入夢天實驗艙。。 新華社新華社

◆進入夢天艙後，陳冬開心地翻起了跟頭。
視頻截圖

中國太空站
「T」字構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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