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发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陈冬成中国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200天航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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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12月 4日 20时 09
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
保人员确认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
哲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
绍，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
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
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

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
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
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于 2022
年 6月 5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升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
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 6
个月期间，先后进行 3次出舱活动，
完成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
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

验，在轨迎接 2个空间站舱段、1艘
载人飞船、1艘货运飞船的来访，与
地面配合完成了中国空间站“T”字
基本构型组装建造，与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证
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
的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刻，并
利用任务间隙，进行了 1次“天宫课
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
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轨驻留时
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孕产妇儿童
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新华社电 冬季流感等呼
吸道疾病高发，疫情下孕产
妇、儿童等特殊人群该如何做
好健康防护？有孩子的家庭
是否需要多储备一些药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
威专家作出专业解答。

问：孕产妇与普通人群相
比是否更易感染新冠病毒？
该如何做好防护？

答：从总体人群表现看，
孕产妇奥密克戎感染率和普
通人群接近，出现症状的表现
类型也和普通人群接近，如咽
干、咳嗽、流鼻涕、浑身酸痛、
发烧等。总体而言，与普通人
群相比，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
健康带来更多影响。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
础病的孕产妇要加强自我保
护。有妊娠计划的女性最好
在孕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增
强自身免疫力。尽量调整好
身体状态再怀孕。

孕产妇需注意防护，做到
以下关键点：出门、在公共场
所戴口罩，到医院就诊时戴
N95 口罩，少去人员聚集场
所；居家或在办公室时经常通
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回来
勤洗手。

问：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
季节，孩子发烧、咳嗽，是否需
要去医院？

答：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
疾病高发季节，发烧和咳嗽是
儿童呼吸道疾病常见症状。
导致发烧、咳嗽症状的病原体
非常多，以流感病毒等病毒为
主，也包括某些细菌、肺炎支
原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
态稳定，家长做对症处理、观
察病情即可。如果连续发热
超过三天、持续高热、频繁咳
嗽或呕吐，甚至出现包块、频
繁腹泻、脓血便、尿量减少、
呼吸增快、呼吸困难、意识障
碍等情况，家长应带孩子及时
就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
好自身和孩子的健康防护，
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回
家后立即脱掉外套、鞋帽并
认真洗手。

新华社电 12月 4日 20时 09
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是中
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建成后的
首次返回任务，也是载人飞船首次
在冬季夜间返回东风着陆场，任务
延续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以
来的技术状态，使用快速返回模式，
返回绕飞地球从 18圈缩短至 5圈，
返回时间缩短近 20小时。相较于
此前的任务，低温与暗夜是本次任
务的两大挑战。面对考验，我国科
研团队创新多项技术方法，为神舟
十四号乘组顺利回家保驾护航。

热控系统
让航天员回家旅途更温暖舒适

12月的东风着陆场，凛冽寒风
吹袭着大漠戈壁，夜间极端温度低
至零下 20多摄氏度。很多人关心，
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的回家旅途
如何保暖？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回
收试验队总体技术负责人彭华康介
绍，当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分离后，飞
船上自身的热控分系统就会接管温
湿度控制，将密封舱的温度控制在

17摄氏度至25摄氏度范围内。
这一系统采取的措施包括主动

热控和被动热控。被动热控指飞船
舱体表面的防热材料、涂层和舱内
风扇等；主动热控则包括飞船内的
加热片和辐射器等。

在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由
于和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返回舱
温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升高。但
是通过热控预冷手段，可以提前降
低返回舱内的温度，同时，返回舱
表面烧蚀材料的烧蚀升华会带走
大量的热量。

返回舱落地后，则主要是舱体
的被动保温性能在发挥作用。“通过
仿真计算，如果返回舱落在零下 25
摄氏度的沙漠，在不打开舱门和通
风风扇的情况下，舱内的温度可以
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达1个小时。”
彭华康说。

黑暗和极寒双重挑战，对定向
搜救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电
科 22所载人航天任务团队负责人
宋磊介绍，本次任务中，科研团队强
化天空地一体化搜索引导体系建
设，最新研制的航天员通话电台，在
着陆场与测控系统实现无缝衔接，
首次将舱内航天员呼叫话音“延伸”
至北京飞控中心。

减速缓冲环环相扣
实现“温柔”着陆

彭华康介绍，从返回舱进入大
气层开始，随着舱体表面防热材料
的碳化烧蚀带走大量热量，返回舱
飞行动能不断减少，速度由7.9公里
每秒逐渐降低到几百米每秒。

在距离地面 40公里左右时，飞
船已基本脱离“黑障区”。返回舱上
安装的静压高度控制器，通过测量
大气压力来判断所处高度，当返回
舱距离地面 10公里左右时，引导
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三伞的
面积从几平方米逐级增大到 1000
多平方米。这一套降落伞把返回舱
速度从200米每秒降低到7米每秒，
达到减小过载、保护航天员的目的。

在主伞完全打开后不久，返回
舱内的伽马高度控制装置开始工
作，通过发射伽马射线，实时测量距
地高度。

当返回舱降至距离地面 1米高
度时，底部的伽马高度控制装置发出
点火信号，舱上的4台反推发动机点
火，产生一个向上的冲力，使返回舱
的落地速度达到 1至 2米每秒。同
时，安装缓冲装置的航天员座椅会在
着陆前开始抬升，进一步减小航天员
的落地冲击，实现“温柔”着陆。

多项科技创新攻克低温冬夜两大挑战

航天员回家旅途更温暖更舒适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