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员将完成“太空养蚕”多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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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神十一”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33天
四项措施保障航天员健康生活和有效工作

红军翻雪山前的两处艰难行军
记者近日沿红一方面军长征路

线从四川荥经县赶往夹金山途中意
外获知，在翻越雪山前一周内，红军
就已经历了两处极为艰难但鲜为
人知的行军考验。

今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建政
村与新建乡和平村之间的泡桐
岗， 是南北走向二郎山山系最南
端、 大野牛山东侧的一个弧形构
造山岭，标高只有２３０１米，上下各
约三四十华里， 前山的原生竹林
密不透风，后山断崖深切、水急林
茂、淤泥没脚，至今连当地人也极
少进山，称之为苦竹山。

相比中央红军翻越的５３个名
山大川，泡桐岗高度、险度都不算
突出， 但就是这个在一般地图上
都没有标示的不知名山岗， 多次
出现在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里。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曾在回忆录里

写到：“泡桐岗是红军长征中最难
走的路……”

实际上， 泡桐岗就根本没有
路。 雅安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廖成
志介绍说， 泡桐岗原是一片无人
类痕迹的原始老林 ，１９３５年６月５
日至６日， 红军为避开川军堵截，
从荥经县水子地出发， 经泡桐岗
向东北方向的天全县前进， 时值
大雨滂沱，瘴气弥漫，红一方面军
翻越泡桐岗时， 完全是靠自己开
辟道路，压倒长的竹子，然后踩着
竹子通过齐腰深的泥淖， 有数百
人走着走着便不见了踪迹， 三分
之二的驮畜， 倒在泥浆中或悬崖
下再没有起来。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
均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的日记中写
道：“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
差，烂泥太深，攀葛附藤，举足不

敢进 ， 骏马走骡死伤在十匹以
上。 ”就是在这样无路可走的阴森
泥泞中， 红三军团十三团的工兵
连走在最前面劈山开路， 时任团
政委张爱萍带头挥刀探路。

行军困难，宿营更难，曾任周
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在 《随周恩
来副主席长征》 中回忆：“遍地是
稀泥， 连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
到，更找不到干柴和清水。我只好
用茶缸接雨水给首长喝。 睡觉怎
么办？ 结果周副主席就这样靠着
树干站了一夜。 ”

当满身污泥的红军翻过泡桐
岗“下山寻到人烟之地，居民非常
惊异。 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
们是从这高峰上过来的， 因为他
们只听到祖宗传说， 山上有条什
么小径可通，可是近百年来，谁也
不曾通过。在他们看来，我们仿佛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见陈云化
名施平发表在 《共产国际》 上的
《随军西行见闻录》）

过荥经县不久， 记者来到四
川省宝兴县蜂桶寨乡， 见证了中
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前的又一处行
军难关。 在这个乡盐井坪村的一
处临水的悬崖峭壁上， 依然残存
着一些古栈道的洞窝和斜插的木
棒、横铺的木板。

１９３５年６月９日， 红军先遣队
前卫四团由二师师长陈光率领，沿
东河向盐井方向前进，６月１０日抵达
崔店子。 从这里过河必须通过悬崖
绝壁上一段近２公里长的栈道。这
些栈道是在半山腰凿洞支木，铺
板而成。 崔店子至黄店子之间最
长一段栈道叫长偏桥， 黄店子至
锅巴岩间的栈道叫短偏桥。 而这
样的栈道与原有的一道独木桥，

都被当地土豪恶霸破坏了。
廖成志告诉记者， 为了迅速

开辟主力部队前进的道路， 红军
先遣队先攀着荆棘蔓藤爬过悬崖
来到黄店子， 但又遇到如墙壁一
样光秃秃的峭壁， 红军战士解下
绑腿， 将绑腿和被单撕成的布条
合扭成一根长长的布绳， 一头系
上木钩、石块，一次又一次投向对
岸，终于钩住树桩，牵起一道用布
绳做成的“索道”过河。过河之后，
战士们又抓紧修复被拆毁的短偏
桥。第二日，先遣队大部分人继续
向前行军，其余返回蜂桶寨，发动
当地群众帮助修复过河桥和长偏
桥。 在红军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 修复好的栈道比原来更牢
固，部队和战马都可通过。这段艰
苦的行程， 红军主力部队用了七
天七夜才过完。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执行神舟十一号
任务的２名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
３３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主任武平１６日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表示， 将在神舟十号任务的
基础上， 采取四项措施保障航天
员健康生活、 高效工作。

武平说， 随着空间飞行时间
的增加， 太空失重环境对人体带
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大， 特别
是心血管系统功能减退的问题会
变得更加突出， 还将出现一定程度
的肌肉萎缩和骨丢失问题。此外，
长时间飞行后， 航天员返回地面
时的重力再适应反应症状会较为
明显，再适应时间也会较长。

武平表示， 执行神舟十一号
任务的２名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
３３天， 将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保
障他们健康生活、 高效工作。

一是医监医保方面。 飞行期

间将综合利用医疗问询、 基本生
理指标检查、 尿常规检测， 以及
心肺功能检查等手段， 定期对航
天员实施健康状态评估； 更加注
重加强舱内微生物控制， 并配置
了预防治疗药品和有关医疗器
械， 来确保飞行期间航天员的健
康。 此外， 这次任务首次建立起
天地远程医疗支持系统， 通过天
地协同会诊， 来解决航天员的在
轨 “看病” 问题。

二是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
面。配备了防护装备和锻炼设备，
尽可能降低失重给航天员带来的
不利影响。比如：使用套带，解决
飞行初期出现的头晕、 鼻塞等不
适反应； 通过使用拉力器和自行
车锻炼、穿着企鹅服工作，对心肺
功能下降、 肌肉萎缩和骨丢失等
进行综合防护。

三是营养健康保障方面 。武

平说， 这次任务进一步丰富了航
天食品，种类有近百种，食谱周期
达到５天， 膳食结构更加科学；同
时还考虑了个性化需求， 增强了
食品感官接受性， 任务期经过了
航天员的试吃， 他们还是比较满
意的。“应该说， 这些食品可以满
足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的能量摄
入和营养需求。”

四是心理支持方面。 针对本
次任务在轨飞行时间长的特点，
将加大飞行期间对航天员的心理
支持力度。 在专业心理医生支持、亲
情交流、航天员团队支持等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技术支持手段。 比如，
研制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心理舒
缓系统， 升级了天地信息交流系统，
航天员可以随时和地面沟通信息、传
递邮件，与亲朋好友进行音视频交
流，以此来缓解航天员的压力，保
证航天员的心理健康。

★三大看点

新华社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１６日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表示， 神舟十一号
航天员３３天的天上生活 “丰富多
彩、 很有看头”。

武平说， 景海鹏和陈冬２名
航天员均具备飞船驾驶 、 组合
体 管 理 、 手 动 交 会 对 接 ， 以
及 故 障 情 况 下 的 应 急 处 置 能
力 。 整 个 飞 行 任 务 期 间 ， 他

们 将 在 轨 完 成 飞 行 器 操 控 、
在 轨 试 验 、 健 康 保 障 、 生 活
照料、 科普及展示活动等生活和
工作任务。 这些精彩的看点主要
包括：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
体飞行期间， 开展的科普项目也
很精彩。比如，随神舟十一号飞船

进入太空的， 还有香港中学生太
空科技设计大赛的３个获奖项目，
即“太空养蚕”“双摆实验”以及“水

膜反应”， 航天员将在轨完成这些
实验， 帮助中小学生认识了解微
重力环境中事物的状态变化。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后， 将
开展多项在轨的试验， 凸显了人
在载人航天活动中的地位、 作用

和价值。 比如， 首次开展我国航
天飞行中的医学超声检查， 可以
实时检测航天员心肺功能； 他们

将参与多项应用载荷技术试验，
更换空间材料制备样品， 进行太空
植物栽培试验等。

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间长达３３
天， 是我国迄今时间最长的一次
航天飞行， 体现出我国载人航天
发展的最新成就， 本身就是一个精
彩看点。 针对本次任务要求和特

点，飞行期间航天员将实行每周６
天、每天８小时的工作制，以及天
地同步作息制度； 航天食品包括
主食、副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和
功能食品等六大类近百种， 非常

丰富； 飞行中他们可以通过骑自
行车、 太空跑台跑步等方式进行
在轨锻炼；通过视频、语音和邮件
等方式进行亲情沟通。总之，航天
员天上生活丰富多彩、很有看头。

鲜为人知的开拓：

“天上的生活”

“天上的实验”

“天上的科普”

★航天员答记者问

航天员陈冬航天员景海鹏

１０月１６日上午， 两名航天
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

记者： 请问景海鹏， 你今
年已经５０岁了 ， 又是一名将
军， 是什么力量支撑你第三次
出征太空？

景海鹏： 航天员是我的职
业， 太空飞行是我的事业， 更
是我崇高的使命。 虽然这项工
作充满了挑战和风险， 乃至危
险， 但我喜欢、 热爱、 甚至享
受我的工作 。 作为一名航天
员 ， 能够多次执行太空飞 行
任 务 ， 是 我 们 的 梦 想 和 追
求 。 非常荣幸 ， 我能够第三
次出征太空 ， 在这里 ， 我要
真 诚 感 谢我的祖国和人民 ，
感谢万千航天科技工作者， 感
谢他们的付出和托举。 我决心
不忘初心、 矢志不渝， 当好一
名航天员。

记者： 请问陈冬， 这是你
第一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 为
此做了哪些准备？

陈冬： 自从我们加入航天
员队伍以来， 就一直在做各项
准备， 在思想、 身体、 心理、
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等方面接

受全面训练， 为每次任务打牢
基础。 此外， 针对每次任务，
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在这次任
务中， 我们重点提高了应急情
况处置能力、 医学急救互救能
力、 空间实验能力。 我感到，
只有把地面训练当做太空实
战， 才能在太空实战中自信从
容 ， 就像在进行地面训练一
样。

记者： 请问景海鹏， 面对
即将开始的第三次飞行， 你感
觉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变化？ 如
果有 ， 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

景海鹏 ： 面对每一次任
务， 我都会从零做起、 全力以
赴、 做最好的自己。 这是不变
的。 当然， 经历了１８年航天员
职业的磨练， 历经了两次飞天
的考验， 变化是必须的， 我更
加成熟、 更加自信、 更加坚毅
果敢， 心态更加平和阳光， 更
加懂得珍惜， 更加懂得感激和
感恩。 能够再一次接受祖国的
检阅 ， 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变
化， 也是我们航天员团队的最
大变化。

据新华社

带着梦想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