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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我是曙光。”

“曙光明白！”

11 月 7 日，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太

空出舱活动中，一声声来自地面的“曙光”口

令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那么，“曙光”是谁？

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来说，“曙光”曾是星

星 之 火 ， 点 亮 了 中 国 人 的 飞 天 梦 想 。 我 国 启

动 第 一 次 载 人 航 天 计 划 ， 名 字 就 叫 “ 曙 光 一

号 ” 工 程 ， 最 后 由 于 经 济 基 础 薄 弱 ， 被 迫 下

马 。 直 到 1992 年 ，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再 次 启 动 ，

被 誉 为 “ 中 国 航 天 员 成 长 摇 篮 ” 的 中 国 航 天

员 科研训练中心，在多年默默努力后迎来了载

人 航 天 事 业 的 曙 光 。“ 曙 光 ” 也 成 为 航 天 员 系

统的代号。

如今，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迈入空间站

阶段，“曙光”的职能也得到拓展，成为航天员

出舱活动专项指挥的代号。对于在轨航天员来

说，“曙光”意味着距离太空 400 公里高度下航

天员系统岗位人员在幕后的全力支持。

口 令 是 一 个 人 发 出 的 ， 但 “ 曙 光 ” 代 表

的，却是一个跨系统、跨部门的出舱活动支持

小组，该小组覆盖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

以及测控系统，由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任组长。航天员的出舱任务就由该小组提供支

持，并提出决策意见，航天员从核心舱进入节

点舱，直到出舱活动任务完成，返回核心舱并

关上舱门，全程都由“曙光”指挥实施。

可以说，在每一次出舱活动中，“曙光”都

指引着航天员行走太空。

引导航天员冲锋作战的指挥员

在 11 月 7 日出舱活动的直播画面中，有个身

穿蓝色试验大褂、扎着马尾辫、戴着金框圆眼

镜的科研人员频频出现在镜头里，她的声音穿

越天地，指引 400 公里高度之上的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在太空的操作。

她 就 是 这 次 出 舱 活 动 的 专 项 指 挥 —— 吴

昊，代号“曙光”。

“神舟十三号，机械臂即将转移，请确认安

全带与舱体无连接。完毕！”当晚，吴昊紧盯着

监控画面，密切关注在轨航天员的操作，指令

有条不紊。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次航天员出舱

活动，也是中国航天史上首次男女航天员协同

开展的出舱活动，王亚平由此成为中国首位进

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

太空行走第一步。

在出舱活动指挥的接力赛中，吴昊接过的

是第三棒，成为空间站出舱活动第一位专项女

指挥。

她深知责任重大：如果把出舱活动比作一

场战役的话，“曙光”身后的出舱活动支持小组

相当于指挥部，而“曙光”则是引导航天员冲

锋作战的指挥员。

尽管在地面经过多次的出舱活动训练和演

练，尽管有一套科学详尽的实施方案和数百条

故 障 预 案 ， 尽 管 身 后 有 个 出 舱 活 动 支 持 小 组 ，

但在这场实战中，吴昊仍面临着巨大压力：毕

竟 ， 航 天 员 离 开 核 心 舱 ， 只 身 进 入 深 邃 的 太

空，面对的就是未知的风险。

这要求她必须对出舱活动的整个流程设计

非 常 熟 悉 ， 掌 握 操 作 的 关 键 点 和 难 点 。 同 时 ，

她还要全面掌握上百种故障预案，针对预案内

故障，指挥航天员进行相应处置。

吴昊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专业，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选

拔训练室飞船专业技术组工作，这对她是个陌生

的领域，可不到一年时间，吴昊就成长为飞船飞

行程序训练主教员。

为 什 么 这 么 快 就 担 任 主 教 岗 位 ？ 外 人 很 诧

异。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背后默默付出了多少。

每个飞行阶段有哪些关键操作，可能出现哪

些故障，如何进行处置，她不停地反复推演。5 个

飞行阶段 100 多项重要操作、60 余个故障处置预案

和 4 类应急程序，全部了然于胸。

“航天员都是万里挑一的，作为航天员教员，

我们也要努力变得更加优秀才行。”吴昊说。

努力和回报是成正比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航天员选拔训练室主任王焰磊评价她“悟

性高，能吃苦”。

担任出舱活动训练主教员两年多，吴昊已经

组织航天员进行了上百次的训练。她参与设计出

舱活动训练的每个环节，不仅熟悉整个流程，对

空间站平台设备、舱外服等各系统的操作和处置

情况也是滚瓜烂熟。

与航天员天地一心默契配合

由于天地差异，再多的地面训练，也不可能

完全模拟太空环境。实战过程中，也会出现计划

赶不上变化的情况。

在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中，时任“曙光”指

挥王焰磊的口令响彻太空，在轨航天员和他配合

默 契 ， 出 舱 任 务 圆 满 完 成 ， 他 也 随 之 成 为 “ 网

红”。任务结束后，王焰磊打开手机，发现有 200
多条来自同学朋友亲人的祝贺信息。

从事航天员教员工作 16 年，担任过神舟七号

任务出舱活动训练主教员，王焰磊是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最年轻的 80 后室主任。有人称赞他

说 ：“ 这 么 年 轻 就 当 主 任 ，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发 展 有

活力！”

在空间站首次出舱任务的前几天，王焰磊和

航天员系统总体岗一起，与空间站系统和测控系

统 的 岗 位 人 员 ， 对 整 个 任 务 流 程 进 行 反 复 核 查 ，

明确每条指令发送的时间点、重要事件的时间点

以及逻辑顺序。

可没想到，出舱活动一开始，他就遇到当头

一棒。

由于太空复杂因素，航天员出舱前准备的时

间，比预计的要多出来半小时左右，出舱活动时

间因此也要往后顺延。

这意味着，此前拟定好的时间节点和事件全

被打乱了，所有测控弧段要做的事，都要重新评

估和调整，这对指挥的节奏把握能力提出了考验。

现场有人着急了：“不然，就催航天员动作加

快点？”

王焰磊坚决否定了这一要求：“不行，没有充

分的准备，必然会给后续工作带来安全隐患，也

会给航天员造成心理压力。”

果不其然，在后续进程中，航天员在出舱过

闸段，把耽误的时间又抢回 20 分钟左右，一系列

动作十分流畅。这还要归功于在地面上进行的多

次出舱活动程序训练。

事后，王焰磊说：“我太熟悉航天员对哪些操

作 程 序 需 要 花 费 多 长 时 间 ， 能 做 到 什 么 程 度 了 ，

我们会据此作出相应调整。”

在那次出舱任务中，王焰磊的眼神紧随在轨

航天员的一举一动，在关键时刻给予提示。“03”

航天员汤洪波在进行应急返回演练过程中，为了

防止磕碰风险出现，王焰磊从各路视频图像中综

合观察，及时告知。

“‘03’注意身体姿态向下控制，避免头部磕

碰 。”“ ‘03’ 注 意 保 护 面 窗 ， 泛 光 灯 距 头 部 太

近。”⋯⋯伴随着王焰磊的一路叮嘱，汤洪波以最

快速度攀爬回舱口，并进入节点舱。

任务中，“02”航天员刘伯明将舱外操作台从

机械臂拆除时，遭遇了“拦路虎”。

在太空，物体的质心偏高，一米多长的操作

台摇摆不定，加上航天员没有着力点，操作起来

非 常 费 力 。 这 时 ， 刘 伯 明 灵 机 一 动 ， 跟 王 焰 磊

说：“曙光，按出舱流程操作试试？”

旁 人 可 能 听 不 懂 该 术 语 ， 王 焰 磊 却 心 领 神

会。刘伯明指的是，按之前操作台出舱时的安装

流程，将其逐段分解拆除再进行组装，而非原计

划整段拆除和安装，这样就降低了质心，稳定性

会好些。

王焰磊迅速向出舱支持小组的空间站岗位人

员确认技术状态，同步分析此时舱外的安全绳状

态，随即请示组长黄伟芬，在组长决策可以按此

实施后及时发出指令：“神舟十二号，将操作台进

行拆解，使用两条安全带分别固定，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口令下达完毕后，空间站正好飞出测控区。11
分钟后再次进入测控区时，刘伯明已经将操作台

拆除，并安装到节点舱门口的舱外工具箱上。

在这种近乎完美的配合下，出舱活动的既定工

作悉数完成。直到航天员安全回到核心舱，王焰磊

一直悬着的心才算真正放下来。

他告诉记者，作为遥控指挥的“曙光”，与出

舱航天员之间天地一心、默契配合，是出舱顺利实

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任务结束后，刘伯明专门为他点赞：“指挥很

到位，口令清晰、明确，关注点很细致，对我们的

支持、提示和决策都很及时正确！”

个人追求和国家需求交会对接时
潜能会被极大激发

2019 年，由于空间站任务的需要，出舱活动

训练提上日程。该训练面临前期经验不足、设备设

施不到位、技术状态不确定、人员紧缺等诸多难

题，领导希望吴昊能加入出舱训练组。

这意味着，丝毫没有出舱训练经验的她，又要

从零起步，攀越更高的山峰。很多人劝她说，出舱

活动训练风险高强度大，不适合女教员。可吴昊一

想，自己是航天员教员，既然组织需要，就应该勇

挑重担。

出舱活动训练种类多，任务量大，涉及系统

多，需要学习的内容更加庞杂。吴昊抓紧一切时间

补短板，她翻阅神舟七号任务训练资料，参加机械

臂的工效学试验，到试验现场观摩舱体正样。

2019 年年底，航天员出舱活动水下训练拉开

了序幕，吴昊参与了数百个学时的训练任务。她还

自学潜水技能，辅助航天员进行出舱活动水下训

练，在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风险最高的，要数低压环境下的出舱活动训

练，即航天员身着舱外服在接近真空条件下开展训

练，如有疏忽，严重时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吴昊不敢大意，严格复核相关产品的技术状

态。为确保训练流程与真实出舱程序尽可能保持一

致，她精心设计训练内容和流程，与各分系统指挥

反复推演训练协同指挥程序。

那段时间，吴昊几乎每天早上不到 7 点就出了

家 门 ， 晚 上 将 近 12 点 才 回 到 家 。 白 天 组 织 训 练 ，

晚上编写文件，连续作战 40 天，终于在腊月二十

九如期完成了任务。

大年初二一大早，当春节气氛正浓时，吴昊又

悄悄地撇下仅团聚两天的家人们，返回工作岗位，

继续备战下一阶段出舱活动训练。

作为出舱活动训练组唯一的女教员，吴昊认

为，教员没有男女之分，只有优秀和及格之分。而

她的目标是向优秀努力。

引起她共鸣的，是航天员“总教头”黄伟芬说

的那段话，“当个人的理想与追求能够和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交会对接时，个人的潜能就会被极大地激

发。所有的苦都是乐。”

在工作上独当一面的吴昊，生活也有声有色。

她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翻看吴昊的微信朋友圈，基

本都是有关孩子们的分享。她还擅长烘焙，一有空

就给孩子们制作蛋糕。不过，由于工作忙的缘故，

孩子们常说她是“看不见的妈妈”。

高负荷高难度的工作，都击垮不了吴昊，孩子

们的话却曾让她“泪崩”。

一个周末，她吃过早饭，正要收拾东西去加

班。见此，两个孩子警觉地问：“妈妈，你要干什

么？”得知妈妈要去加班时，孩子们不说话了。

当吴昊出门时，女儿一直把妈妈送到电梯口，

喊着：“妈妈，再见！”直到电梯门关上往下走，女

儿的声音还在楼道里一遍遍响起。

吴昊忍着泪，心里想着的是，“孩子，妈妈与

你再见，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航天人最棒的

一面。”

现在，3 名航天员在核心舱胜利会师，神舟十

三号首次出舱任务圆满成功。吴昊终于可以暂时松

一口气，她说，可以把出舱成功这个来自太空的礼

物带给孩子们了。

太空出舱背后那缕“曙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北京时间 2021 年 11 月 8 日 1 时 16 分，经过

约 6.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安全返回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次航天员出舱活动，是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出舱活动，也是中国

航天史上首次有女航天员参加的出舱活动，举国

关注。

鲜为人知的是，航天员在天上做出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细节的背后，都离不开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飞船工程师团队在地面进行的成百上千

次模拟和演练。这支团队是和航天员最接近的模

拟者，也被称作“宇宙级试驾员”。

航天员的“替身”

载 人 航 天， 人 命 关 天 。 从 神 舟 载 人 飞 船 设

计、生产，再到发射、返回，飞船工程师团队始

终是飞船最亲密的陪伴者。

事 实 上， 自 神 舟 载 人 飞 船 型 号 研 制 开 展 以

来，飞船工程师这个特殊的队伍就随之诞生。飞

船工程师不是一个单独的岗位，往往由神舟团队

中的系统总体设计师、电总体设计师以及机械总

体设计师兼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载人飞船系统总

体副主任设计师高旭告诉记者，航天器中各种

复杂的操作平台、操作界面，不能仅靠航天员自

己 去 摸 索 或 进 行 冰 冷 的 纸 面 教 程 学 习 ， 这 时 候 ，

飞船工程师就成了航天器与航天员之间最生动的

桥梁。

他说，飞船工程师们将自己作为航天员的“替

身”，在型号开展地面测试时代替航天员进行各项

测试工作，以检验仪表显示、手动操作、故障处置

等方面是否满足要求。

“作为航天产品的设计者和改进者，我们必须

对每一个细节了然于胸，对飞船上的每一个部件、

测试中的每一条手控指令如数家珍。”高旭说。

测试是航天器型号的常规工作，但对飞船工程

师而言，进入舱内时往往需要转变角色，把自己当

作航天员去操作航天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神舟载人飞船系统主管

设计师明章鹏将这个过程比作试驾，这辆车好不好

开，你需要一次次去尝试、提问、调整、改进，帮

助航天员了解和熟悉航天器的“脾气秉性”，确保

每一艘“生命之舟”安全往返。

“当我们和航天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互动时，

它 就 不 仅 仅 是 产 品 了 ， 我 们 与 它 息 息 相 通 。” 明

章 鹏 说 ，“ 为 了 满 足 工 效 学 的 设 计 要 求 ， 让 航 天

员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需要从设计师的角

色 向 使 用 者 的 角 色 转 变 ， 发 现 航 天 器 产 品 的 问

题，并给设计团队提出反馈，实现产品设计的进

一步优化。”

十年进舱千余次

从 2011 年至今，十年间，飞船工程师团队零

差错地保障了神舟八号至神舟十三号 6 个型号的发

射任务，累计进舱千余次。

“自载人航天事业起步以来，面对大量的技术

空白，载人航天研制队伍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

上，以独立自主突破技术为目标，一步一个脚印，

自主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的核心关键技术。”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张柏楠说。

2011 年 博 士 毕 业 的 高 旭 ， 从 神 舟 九 号 开 始 ，

就扎根在了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型号总体的岗位上，

同时担任飞船工程师。在大家眼中，他是为了工作

不顾一切的“拼命三郎”。

“飞船工程师团队，以及整个神舟队伍始终都

保 持 着 高 昂 的 战 斗 力 ， 载 人 飞 船 有 14 个 分 系 统 ，

600 余台设备，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我们始终像

紧紧团结的木桶，没有人后退，只会冲上前去，把

事情往前推进。”高旭说。

飞船工程师任长伟此前为配合测试进度，持续

进舱时间常常超过十几个小时。那段时间里，他除

了承受电子辐射外，还要面对舱内噪声以及设备发

热等带来的不适。

历经神舟飞船全部型号，现任神舟载人飞船产

品保证负责人的陈同祥看着年轻人的成长很欣慰，

同时也心疼着这些在历练中成长起来的技术骨干。

她告诉记者，“这些年轻人都怀着赤诚之心、

赤子之情，他们为了手中的工作，都可以不顾一

切、少眠少休，只为功成。”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直接关系航天员的生命安

全，没有差不多的选项，我们都在追求极致！”任

长伟说。

“这届年轻人能扛事”

按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空间站建造阶段

将发射神舟十二号至神舟十五号共计 4 艘载人飞船

与空间站核心舱交会对接，执行航天员及物品天地

往返运输任务。

在这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安全返回，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待

命出征，随着“滚动发射”模式逐步确立，飞船工

程师的工作压力成倍增加，但是他们总是乐观面对

每一次任务挑战。

90 后肖雪迪，2020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

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便迅速担起

了飞船工程师的重任。

载人飞船操作复杂，每次任务往往是上百条手

控指令和百余个操作动作的组合，而且指令发布要

求极为苛刻，指令间隔最小为 5 秒，每个指令都必

须分秒不差，容不得半点犹豫和马虎。

面对常人难以应对的严苛操作，经过一年历练

后，肖雪迪已成“老手”。刚结束了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飞控任务，肖雪迪便马不停蹄地冲向了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在载人航天这个舞台上，从蹒跚学

步到步履坚实。

“保证任务圆满成功的秘籍，就是每次进舱前

会仔细查阅飞船操作指南，在细则上留下密密麻麻

的标注，确保进舱后的发令和操作万无一失。”肖

雪迪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飞控负责人杨

海峰在提及这些年轻飞船工程师时有些动容：“这

一份荣耀的兼任工作，伴随而来的也是如山重任。

新近加入航天队伍的 85 后、90 后能扛事。”

他至今记得神舟八号即将发射的日子，那天早

上 5 点，离火箭发射只有 3 个小时了，他与同事在

发射塔架上，通过一条连接踏板爬进舱内，进行最

后的状态设置和检查。

“几十米的高空、加注了几百吨易燃推进剂的

火箭、连接板左右巨大的缝隙⋯⋯”杨海峰描述这

一场景时用了几个关键词，“那时我的心跳动得很

厉害，兴奋，自豪！没有担心，因为整个团队都在

保护你，陪你一起度过任何危险的时刻。”

在他看来，能够投身到载人航天的重大工程

中，并且亲手改进这些陪伴航天员上天的航天器的

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我们作为飞船

工程师的无上荣耀。”杨海峰说。

十年进舱千余次！揭秘飞天背后的“宇宙级试驾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11 月 8 日凌晨，航天员翟

志刚、王亚平安全返回中国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至此，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第一次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出舱

活动中，被称作百变金刚“中

国臂”的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

再次耀眼太空，引发关注。

核心舱机械臂展开长度为

10 米 ， 最 多 能 承 载 25 吨 的 重

量，是空间站任务中的“大力

士 ”， 其 主 要 承 担 舱 段 转 位 、

航天员出舱活动、舱外货物搬

运、舱外状态检查、舱外大型

设备维护等 8 大类在轨任务。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空间站机械臂飞控负责人高升

介绍，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是

我国首个可长期在太空轨道运

行的机械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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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 7 个关节，每个关节对应一

个自由度，就如同人的手臂一

般 ， 具 有 较 为 灵 活 的 活 动 能

力。

“ 在这次出舱活动中，核

心舱机械臂托举航天员到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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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升说。

打通“任督二脉”

据高升介绍，空间站机械

臂由“天和”核心舱机械臂和

“ 问 天 ” 实 验 舱 机 械 臂 组 成 ，

前者是大臂，后者是小臂。

按照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及建造阶段的任务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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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核心舱机械臂完成

“大小臂在轨组合”。要实现这

一操作，并不容易。

高升告诉记者，核心舱机

械 臂 长 度 为 10 米 ， 实 验 舱 机

械 臂 长 度 为 5 米 ， 两 者 “ 体

型”差异较大，端口设计有较

大差别。如何做好两个机械臂

的对接，实现“1+1=1”的效果，对研制团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难题。

此次出舱活动的重要“配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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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双臂组合转接件”更是被研制人员形象地

比喻为“宇宙级机械臂转接头”。

“有了双臂组合转接件这个‘宇宙级机械臂转

接头’，不仅可以‘四两拨千斤’，有助于完成两个

机械臂的接口互连，还可以实现两者间电气和信息

的互通，在恶劣的太空环境中安全打通两个机械臂

之间的‘任督二脉’。”高升说。

他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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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刀”回“鞘”

那么，“双臂组合转接件”和“悬挂装置”之

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机械臂悬挂装置

主管设计师高翔宇打了个比方：如果把“双臂组合

转 接 件 ” 比 作 “ 刀 剑 ”， 那 么 “ 悬 挂 装 置 ” 就 是

“刀鞘”。

在 11 月 7-8 日的出舱活动中，航天员需要先

在“天和”核心舱舱壁上安装“悬挂装置”，并确

认 抱 爪 结 构 ， 用 于 捕 获 和 存 放 “ 双 臂 组 合 转 接

件”，为后者提供电源。

完成“悬挂装置”安装后，航天员翟志刚轻推

“双臂组合转接件”进入卡口位置。这时，“悬挂装

置”则在指令的遥控下，通过抱爪结构将“双臂组

合转接件”抓住，并将其“拥入怀中”。

高翔宇告诉记者，未来，当空间站的两个机械

臂开展对接工作时，“天和”核心舱机械臂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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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世界首次，更是中国智慧的重要体

现。”高翔宇说。

到那时，空间站机械臂的总长度，将拓展至

14.5 米，活动范围可直接覆盖空间站三个舱段，随

时实现对空间站舱体表面的“巡检”。在完成在轨

任务后，空间站机械臂又要回到大小机械臂两个部

分，这时，“双臂组合转接件”自然是收“刀”入

“鞘”——由核心舱机械臂将“双臂组合转接件”

重新放回“悬挂装置”之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机械臂双臂组合

转接件主管设计师朱超憧憬着两个机械臂组装起来

的壮观模样，他说，“在空间站未来完成三舱组合

后，航天员出舱任务大部分将由组合臂的形式完

成，进一步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智慧。”

百变金刚

﹃
中国臂

﹄
再现太空黑科技

神舟飞船研制现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机械臂示意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11 月 7 日 18 时 51 分，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开启“天和”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截至 20 时 28 分，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先后从

“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