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出舱，空间站机械臂如何助航天员“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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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1 时 16 分，

经过约 6.5 小时的出舱活

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作，圆满完成出

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航

天员翟志刚、航天员王亚

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出舱活动中，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

制的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

再次闪亮登场，托举航天

员到达指定位置开展出舱

操作，顺利完成了机械臂

级联装置的安装工作，为

后续实现擎天巨臂的组合

打下扎实基础。

空间站机械臂：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的新领域之一

空间站机械臂是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新领域之

一，融合了机、电、热、控

制、光学等多个专业，这也

更加凸显了双臂组合转接

件的研制难度。随着我国

空间站建设顺利推进，双

臂组合转接件将帮助两个

形态截然不同的机械臂完

成转接，保证组合机械臂

具备承载更大载荷进行大

范围转移的能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作

为空间站机械臂的抓总研

制单位，在关键技术、原材

料选用、制造工艺、适应空

间站环境的长寿命设计等

方面做出突破和创新，不

断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

“大臂+小臂”四两拨

千斤

此次出舱活动的“主

角”——机械臂级联装置

由双臂组合转接件和悬挂

装置组成，是空间站机械

臂实现组合动作的关键装

备，凝结着五院空间站研

制队伍的智慧和汗水。其

中，双臂组合转接件更是

被空间站型号研制人员形

象地比喻为“宇宙级机械

臂转接头”。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

间站机械臂飞控负责人高

升介绍，空间站机械臂由核

心舱机械臂（大臂）和“问

天”实验舱机械臂（小臂）组

成。按照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的任务规划，实验舱

机械臂将随“问天”实验舱

一起发射入轨，并将在太空

中与核心舱机械臂完成“大

小臂在轨组合”的亮眼操

作，而实现组合的关键装置

就是双臂组合转接件。由于

长度为10米的核心舱机械

臂和长度为5米的实验舱机

械臂“体型”差异较大，因此

端口设计也有较大差别。

如何做好两个机械臂的

对接，完成适应性强、操作难

度更大的任务，对研制团队

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难题。为

此，五院研制团队一次次开

展方案论证，一轮轮进行设

计优化，将小小的“宇宙级机

械臂转接头”从创意变成了

“四两拨千斤”的科技神器。

它不仅有助于完成两个机械

臂的接口互连，更实现了两

者间电气和信息的互通，在

太空环境中安全打通两个机

械臂之间的“任督二脉”。

未来空间站机械臂可

达范围将拓展为14.5米

在安装过程中，首先

安装在核心舱舱壁上的悬

挂装置带有巧妙的抱爪结

构，用于捕获和存放双臂

组合转接件，并为它提供

供电保证。完成悬挂装置

安装后，航天员轻推双臂

组合转接件进入卡口位

置，悬挂装置在指令的遥

控下，通过抱爪结构准确

地将转接件抓住，并将其

“拥入怀中”。

双臂组合转接件和

悬挂装置的关系好比“刀

剑”与“刀鞘”。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空间站机械臂

悬挂装置主管设计师高

翔宇介绍，未来，当两个

空间站机械臂开展对接

工 作 时 ，核 心 舱 机 械 臂

（大臂）将主动探向双臂

组合转接件，通过末端视

觉相机识别靶标，将其从

悬挂装置上精准取出，进

而完成与“问天”实验舱

机 械 臂 的 组 合 ，形 成 更

长、更稳定的灵巧型空间

机器人。

届时，空间站机械臂

可达范围直接拓展为14.5

米，活动范围可直接覆盖

空间站三个舱段，随时可

实现对空间站舱体表面

的巡检。同时，机械臂在

组合对接状态下完成在

轨任务后，又要重新分为

大小机械臂两个部分，此

时双臂组合转接件自然

是收“刀”入“鞘”，由核心

舱机械臂主动将双臂组

合转接件重新放回悬挂

装置中。

据悉，空间站机械臂

后续将通过双臂组合转接

件实现两个机械臂的组

装，进而完成高难度、更加

多样化的任务目标。

北京时间11月8日

1 时 16 分，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

一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

任务，王亚平成为中国

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

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

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

步。这是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的新高度，也是中

国妇女事业的新成就。

太空中的“她力量”再谱

新篇，令人欣喜赞叹。

人类对于太空的探

索，作为“半边天”的女

性角色不可或缺。中国

首飞航天员、现已是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

师的杨利伟曾说，相对于

男性强大的体力优势，尤

其是长期在太空狭小空间

环境生活，“女性特有的亲

和力、强韧性以及低冲突

性是很好的优势”。世界航

天史上，已有数十位女性

执行过太空飞行任务。如

今，首次出舱的中国女航

天员王亚平也为人类航天

事业带来了她独有的细

腻、聪慧、坚韧与勇毅，为

苍茫宇宙增添了又一抹温

暖明亮的色彩。

然而，正如人类第

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

员瓦连金娜·捷列什科

娃的感慨：“宇宙对我们

女性既不多情，也不宽

厚。”太空严酷的环境不

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改

变，也不会专为女性而

降低门槛。女性航天员

要以与男性航天员同样

甚至加倍的付出，才能

赢得太空“入场券”。王

亚平此前曾坦言，相比

于男航天员臂力、体型

和臂展的先天优势，对

加压后舱外航天服的操

控，她要花费更多的努

力才能做到。

面对挑战，王亚平

“就是一个字，练”！日复一

日大过载、重负荷、高强

度的训练，不仅是“男航

天员坚持多久，她同样坚

持多久”，更是每次都在

规定课时外自己加练1小

时。如今，这场完美的太

空行走，让人们清晰地看

到——当一位女性用最

大的诚意与卓越的付出，

向宇宙递交“名片”时，宇

宙，也向这朵来自地球的

铿锵玫瑰，敞开了大门。

人们还注意到，当王

亚平幽默地说出“我一会

儿出舱，感觉良好”时，地

面那句柔美而沉着的回答

“曙光明白”，同样来自女

性——在通往太空的道路

上，不仅有着女性航天员，

更有着千千万万女性科技

工作者的倩影。从累倒在

岗位上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电磁兼容工作负责人潘仁

瑾，到航天员系统总设计

师、航天员“女教头”黄伟

芬，到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总设计师容易……一代

代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

前沿担重任、挑大梁，勇于

创新创造，敢于追求梦想。

拼搏的科技战线上，她们

的分量举足轻重，她们的

智慧与担当，是最高级别

的美丽。

“当你看向窗外，看

到浩瀚星辰，看到地球，

别忘了，数十亿女性也

借着你的目光看向窗

外，包括我。”此前，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女宇

航员凯蒂·科尔曼曾向

即将成为中国首位出舱

活动女航天员的王亚

平，送上诗意的寄语。

如今，圆满完成出舱

任务的王亚平，已向科尔

曼，也向全球亿万追逐梦

想、向往美好的女性，传

递出了最积极的能量。相

信在未来，浩瀚的宇宙

中，壮美的生活中，“她力

量”还将迸发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她们”还将书写

更加灿烂的篇章。

太空中的“她力量”令人欣喜赞叹!
文/张汨汨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喆

这是这是 1111月月

88 日在北京航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天飞行控制中

心拍摄的神舟心拍摄的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十三号航天员

王亚平王亚平（（右右））结结

束出舱任务束出舱任务。。

◎声音

新华社消息 北京时

间11月8日1时16分，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

同，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

动全部既定任务，王亚平成

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

的女航天员，多家海外媒体

突出报道了这一成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8日的新闻报道聚焦在“王

亚平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

空行走第一步”上。这篇报

道说，王亚平创造了历史，

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

动的女航天员，在她之前，

全球自1984年以来仅有15

名女性进行过出舱活动。

美联社的报道说，王

亚平和另一位航天员翟志

刚进行了出舱活动，持续6

小时以上，他们出舱活动期

间，先后完成了机械臂悬挂

装置与转接件安装、舱外典

型动作测试等任务。

印度报业托拉斯 8 日

也报道了中国首位进行出

舱活动的女航天员的消

息，并重点关注中国的空

间站建设。报道援引中国

航天机构的消息说，这标

志着中国航天史上首次有

女航天员出舱活动。报道

还说，中国空间站建设是

中国又一项重要太空任

务，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役，

中国的空间站可能成为唯

一在轨的空间站。

法新社以《王亚平成

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

的女航天员》为题进行报

道。文章说，开展这次出舱

活动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乘组将在中国天宫空间站

核心舱在轨驻留6个月，这

一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

的一项重要成就。

法国主流媒体《回声

报》在 8 日的报道中评价

说，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

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

员，这对中国女性而言是

一项伟大创举。3名中国航

天员将在空间站停留 6 个

月之久，刷新中国人在太

空驻留时间的纪录。

法国权威中国航天问

题专家、《神舟，中国人在

太空》等多本相关书籍作

者菲利普·库埃8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航天员顺利完成出舱任务

“十分重要，因为出舱任务

是空间站运行以及日后探

索月球和其他行星的必要

和不可缺少的活动。这对

于神舟十三号继续执行航

天任务是一个良好开端”。

库埃说：“我对王亚平成

为中国首位出舱女航天员以

及中国航天员们在执行舱外

作业时表现出的非凡技能致

以敬意。”（赵 旭 陈 晨）

【相关新闻】

海外媒体关注
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