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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提供100100多种美味佳肴多种美味佳肴
说了那么多时尚的服装说了那么多时尚的服装，，是不是忘了介绍大家最关心的美食系列了是不是忘了介绍大家最关心的美食系列了。。
航天员中心航天营养与食品研究室副主任曹平说航天员中心航天营养与食品研究室副主任曹平说，，这次这次3333天的飞行任务中天的飞行任务中，，航天员的食航天员的食

品在种类上比之前的神舟九号品在种类上比之前的神舟九号、、神舟十号更加丰富神舟十号更加丰富，，有有100100多种多种。。
在神舟十一号自主飞行段在神舟十一号自主飞行段，，航天员可能食欲不佳航天员可能食欲不佳，，所以会配备粥等清淡的食物所以会配备粥等清淡的食物。。
等正式入驻天宫二号后等正式入驻天宫二号后，，航天员就可以享受到如同在家里生活一样的一日三餐的待遇了航天员就可以享受到如同在家里生活一样的一日三餐的待遇了。。他他

们的吃饭时间与地面同步们的吃饭时间与地面同步，，包括主食包括主食、、副食副食、、即食即食、、饮品饮品、、调味品和功能食品等六大类产品调味品和功能食品等六大类产品，，酱牛肉酱牛肉、、鱼鱼
香肉丝等传统菜肴都有香肉丝等传统菜肴都有，，五天之内菜谱不会重样五天之内菜谱不会重样。。

不仅有美味的菜肴不仅有美味的菜肴，，航天员还可以享用甜点航天员还可以享用甜点。。
曹平说曹平说，，航天食品的保存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上航天食品的保存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上，，但不含防腐剂但不含防腐剂，，是安全可靠的是安全可靠的，，可以在美味可可以在美味可

口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充足的能量和营养口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充足的能量和营养。。
为了让航天员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为了让航天员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天宫二号里面还配备了专用的食品加热器天宫二号里面还配备了专用的食品加热器。。航天员的饮用水也航天员的饮用水也

是经过特殊方式消毒是经过特殊方式消毒，，能够长期保质能够长期保质。“。“在未来空间站在未来空间站，，将实现尿液净化的饮用水将实现尿液净化的饮用水。”。”曹平说曹平说。。
除了工作除了工作、、吃吃、、穿之外穿之外，，别忘了航天员还有个人休闲时间别忘了航天员还有个人休闲时间。。
黄伟芬说黄伟芬说，，这次任务这次任务，，航天员作息制度逐步向空间站设计过渡航天员作息制度逐步向空间站设计过渡，，采取采取66＋＋11周工作制周工作制。。每周工作每周工作

66天休息天休息11天天，，给航天员更大的自主安排和调整权给航天员更大的自主安排和调整权。。
利用个人休闲时间利用个人休闲时间，，航天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航天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看看电影比如看看电影、、拍拍照拍拍照、、与家人通话等与家人通话等。。

神十一今天7时30分发射 景海鹏、陈冬组成“新老搭配”飞行

天马行空33天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太空生活全揭秘

在地球上感觉轻松自然的事，到了
太空可能都是问题。

神舟十一号飞船计划于10月 17
日7时30分发射，升空后将在两三天
内与中秋之夜成功发射的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在393公里高的近圆轨道交
会对接。随后，两名属马的航天员景海
鹏和陈冬将进入天宫二号，开启中国航
天员迄今最长的太空驻留。

航天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上天
干什么？穿什么？吃什么？……近日，
记者走进航天员“娘家”——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一探究竟。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老手”与“新手”
不少小伙伴一定好奇，航天员乘组是

怎么选拔出来的？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

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说，乘组的选拔需要
从思想、身体、心理、知识和技能几个方面
进行考评和综合评价。

针对这次任务以及未来空间站任务，乘组分别从
第一批和第二批航天员中各选出1名。“首批航天员
经验丰富，第二批航天员年富力强。新老搭配，干活
不累。”黄伟芬说。

于是，景海鹏和陈冬就从重重考评中脱颖而出了。
接下来，两名航天员需要重点训练了。
“经过训练和磨合，我们两个人已非常默契，一个

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彼此间都能心领神
会。”景海鹏说。

那么，景海鹏和陈冬是什么样的分工？
任务中，50岁的老大哥景海鹏担任

指令长，负责载人飞船驾驶、交会对接、
飞行计划管理、飞行安全保障、科学
试验……这么高难度的任务？！别忘
了，景海鹏这次可是三度飞天，可谓
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新手”陈冬呢？听听他的自我
介绍吧：“我首先是工程师，得做
各种试验，还得是修理工，设备坏
了要去修，也得是保洁员，要
保持舱内的清洁环境，同时
也是农民，要种蔬菜。”

不要小看这些角色，
背后可是各项技能的掌
握，看来成为一名航天
员真是不容易啊。

都飞到太空去了，两名航天员可不仅仅是到此一
游的！

他们身上肩负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试验！
据黄伟芬介绍，航天员系统策划了四大类十六项

在轨试（实）验，包括脑机交互技术在轨适用性研究、
植物栽培关键技术验证、在轨味嗅觉变化规律研究、
失重心血管功能研究、在轨飞行对航天员视功能影响
研究等。

这些高大上的研究有啥用，我们找几个专家来详
细解释。

比如，脑机交互技术。黄伟芬介绍，在未来航天发
展中，人和机器人要协同工作，一起去外太空探索。人
不需要再操作键盘、鼠标甚至控制手柄，而是采用脑控
技术、眼控技术等去操作。在太空，航天员处于失重、
密闭环境，会对人的情绪、生理都造成影响。因此这样
的技术能不能在太空使用，需要深入探索。

比如，在轨味嗅觉研究。黄伟芬说，采用味觉试纸
进行酸甜苦辣四种基本味觉测试，玫瑰味嗅棒进行嗅
觉敏感度测试，获取航天员在轨味嗅觉敏感度数据，观
察在轨飞行条件下人体味嗅觉变化特点，为后续飞行
任务飞行食谱设计提供参考。这意味着，航天员在太
空就能吃到更美味的食物啦。

比如，植物栽培关键技术验证实验。黄伟芬说，
通过开展微重力环境下植物栽培基质水分和养分供
应等研究，可为下一步空间站种植可口、营养和安全
的新鲜蔬菜奠定技术基础。当然，在天宫二号长期
驻留期间有绿植陪伴，也会对航天员的心理起到调
节作用。

其实这么多的试验，都是为了后续空间站长期驻
留提供技术保障，当然，终极目标是为了在太空建设更
美好的人类家园。

航天员服装的时装秀
作为万众瞩目的航天员，大家一定关心他们穿什么吧！
航天员中心航天服工程研究室副研究员杨立众表示，这次

为航天员配备的服装不仅体现了航天员职业特点和中国特色，
还综合考虑了服装的使用场合、功能、美观、舒适和工效性。
航天员服装系列化的设计分为在轨系列、地面系列和服装配饰，

共有10套之多，可谓是一场“时装秀”。小伙伴一定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这场时装秀了吧。
首先出场的是在轨系列设计，分为舱内工作服、舱内鞋、运动服、休闲服、

企鹅服、内衣、睡袋。
舱内工作服与舱内用鞋的搭配，主要是为航天员在舱内正常温度时进行空间

科学实验和操作生活所设计的。
休闲服的设计是为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日常穿着。

重点登场了！企鹅服的设计充满了科技感，里面有很多弹性带，穿上后可通过弹
性的作用，使肌肉得到紧张，避免失重引起的肌肉松弛骨质丢失。

接下来出场的是地面系列设计，分为常服、地面训练服、作训大衣和常服大衣。
常服是为航天员参加正式场合所设计的，地面训练服用于地面训练操作。

此外，设计师还为航天员设计了一些具有太空特色的服装配饰，包括太空旋律系列、圆
梦太空系列领带丝巾、蓝色系围巾、眼罩、耳罩等。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服装上还有各种标志，比如：国旗、载人航天工程标、飞行荣誉标、任
务标、姓名牌等。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在飞行荣誉标上，有几颗星就表示这个航天员上过
几次太空。如果没有参加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就是空的。

航天员上天干大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