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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傑寒夜凱旋 回家踏實溫暖
神十四首次帶回活體細胞樣本助研人類長駐太空適應狀態

「「很有幸見證了很有幸見證了
中國空間站基本構型建成中國空間站基本構型建成，，
我為偉大祖國感到驕傲我為偉大祖國感到驕傲！」！」

指令長陳冬
「「難忘天上宮闕難忘天上宮闕，，更念祖國家園更念祖國家園，，
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到祖國的懷抱，，
很踏實很踏實，，很安心很安心。」。」

航天員劉洋

「「星河燦爛星河燦爛，，一覽無餘一覽無餘，，
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太空家園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太空家園。」。」

航天員蔡旭哲

4日的東風着陸場，寒風獵獵，溫度
只有零下14度，但這裏卻吸引着

全國最熾熱的目光——大家都盼望着神十
四航天員順利回家。20時27分，飛船返回
艙的艙門剛剛打開，傳出陳冬、劉洋、蔡
旭哲依次報告：「感覺良好！」

完成最忙任務身體狀態良好
神舟十四號在太空站的任務是最繁忙

的，返回地球時也是「困難」模式。東風
着陸場此前迎接航天員，多是氣候宜人的
白天，甚至還有不少小動物跑過來看熱
鬧。而昨晚嚴酷天氣下的着陸場，只有緊
張無比的航天工程人員，等待着英雄的凱
旋。
「檢查作業的爸爸回來了」，這是指令

長陳冬在神十四發射前曾給自己開的玩
笑。他第一個出艙，嘴角洋溢着笑容。「6
個月的太空之旅忙碌而又充實，很有幸，
見證了中國空間站基本構型建成。我們像
流星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我為偉大祖國
感到驕傲！」陳冬莊嚴地敬了軍禮。
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劉洋出艙時，面

帶燦爛的笑容，她不斷揮舞着雙手，欣喜
之情溢於言表。「難忘天上宮闕，更念祖
國家園。回到祖國的懷抱很踏實、很安
心，見到親人同胞很激動、很親切。中國
航天永遠值得期待！」劉洋說。
神舟十四號是蔡旭哲第一次執行飛天任

務，一下子就在空間站呆了足足183天。
「星河燦爛，一覽無餘，希望有朝一日，
重返太空家園」，說罷，蔡旭哲還攥緊了
拳頭。看起來，這半年真是讓他意猶未
盡。
由於天氣寒冷，三名航天員被迅速抬入

醫監醫保車，他們將享用返回地球的第一
頓美食，菜單包括麵條、小米粥、小花
卷、番茄、牛腩、羊肉、清炒土豆絲、葡
萄、柚子、鮮榨玉米汁，得到最溫暖、最
安全的照料。

平安抵達北京 進隔離恢復期
陳冬、劉洋及蔡旭哲5日凌晨乘坐任務

飛機平安抵達北京。空間站階段飛行任務
總指揮部領導和成員到機場迎接。3名航天
員抵京後將進入隔離恢復期，進行全面的
醫學檢查和健康評估，並安排休養。
航天科技集團表示，本次回收任務延續

了神十三載人飛船返回以來的技術狀態，
使用快速返回模式。相較於前兩次載人飛
船返回任務，低溫與暗夜是本次回收任務
的兩大挑戰。回收試驗隊在工作管理與流
程方面進行優化，反覆確認細節，克服自
然條件，保障了此次返回艙處置任務的圓
滿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神舟十四號乘組還攜帶

一批醫學科學實驗樣本返回地球，包括體
液和細胞學樣本，一共包含5大類、80多
個實驗樣本，這些樣本將為研究人類長期
太空生活提供重要依據。中國航天員科研
訓練中心研究員李瑩輝表示，依託夢天實
驗艙搭載的低溫儲存設備，航天員首次進
行了活體細胞的保存和在軌實驗，這些樣
本跟隨航天員一同返回，科研人員可以看
細胞整個從起飛到返回全過程，細胞對環
境的適應狀態，對航天醫學研究，以及對
於人類認識自身、對環境響應等都有重要
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劉凝哲與新華社報道：歷經在太空183天的

繁忙工作，在零下14℃的東風着陸場，一聲聲「感覺良好」，一張張

久違的笑臉，神舟十四號乘組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哲凱旋歸來！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宣布，2022年12月4日20時09分，神舟十四號載人

飛船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成功着陸，現場醫監醫保人員確認航天員陳

冬、劉洋、蔡旭哲身體狀態良好，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行任務取得圓滿成

功。乘組在返回地球的同時，還攜帶一批醫學科學實驗樣本，包括體液

和細胞學樣本，將為研究人類長期太空生活提供重要依據。

神十四回家路時間軸
1111：：0101 神十四載人飛船與太空

站組合體成功分離

1919：：3737 飛船軌道艙與返回艙已
分離

1919：：4848 飛船推進艙與返回艙已
分離

1919：：5252 返回艙進入「黑障區」

1919：：5555 返回艙出「黑障區」

1919：：5858 返回艙主降落傘打開

2020：：0909 返回艙成功着陸

2020：：2727 返回艙艙門已打開。陳
冬、劉洋、蔡旭哲分別
報告：感覺良好

2020：：5252 陳冬出艙

2020：：5656 劉洋出艙

2121：：0101 蔡旭哲出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隨着神
舟十四號飛船返回艙順利降落東風着陸場，備受
網友們關注的明星太空植物「小南」（擬南
芥）、「小薇」（水稻）也回家了！經歷了120
天全生命周期的水稻和擬南芥種子，目前已隨同
其他載人空間科學實驗樣品交付空間應用系統，
後續將轉運至上海實驗室中做進一步檢測分析。
之前國際上在太空只完成了擬南芥、油菜、豌

豆和小麥從種子到種子的培養，而主要糧食作物
水稻，此前尚沒有能夠在太空完成水稻全生命周
期的培養。
在中國空間站生命科學項目中，中國科學院分子

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鄭慧瓊研究團隊承擔了「微
重力條件下高等植物開花調控的分子機理」，在國
際上首次開展了水稻從種子到種子全生命周期培養
實驗。同時，開花是結種子的前提，研究團隊利用
模式植物擬南芥，也系統地研究了空間微重力對植
物開花的影響。
據介紹，從7月29日注入營養液啟動實驗，至11

月25日結束實驗，本項目共在軌開展實驗120天，
完成了擬南芥和水稻種子萌發、幼苗生長、開花結
籽全生命周期的培養實驗。實驗期間，航天員在軌
進行3次樣品採集，包括9月21日孕穗期水稻樣品
採集、10月12日擬南芥開花期樣品採集、11月25
日水稻和擬南芥種子成熟期樣品採集。
本次空間項目主要完成的實驗內容包括：一是

在軌完成了水稻從種子萌發、幼苗生長、抽穗和

結籽全生命周期的培養實驗並通過獲取圖像進行
分析；二是完成了剪株後空間再生稻成功培育並
結出了成熟的種子（二茬）；三是在軌完成擬南
芥種子萌發、幼苗生長和不同三個生物鐘調控的
開花關鍵基因對空間微重力響應的圖像觀察分析
並在軌採集了樣品。

實驗取得多項初步重要發現
這次在中國空間站開展的育種實驗已取得多項

初步的重要發現，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水稻的株型在空間變得更為鬆散，主要是

莖葉夾角變大；矮稈水稻變得更矮，高稈水稻的
高度沒有受到明顯的影響。此外，生物鐘控制的
水稻葉片生長螺旋上升運動在空間更為凸顯。
二是水稻空間開花時間比地面略有提前，但

是，灌漿時間延長了10多天，大部分穎殼不能關
閉。此過程受到基因表達的調控，後續將利用返
回樣品進一步分析。
三是在空間進行再生稻實驗並獲得再生稻的種

子，為空間作物的高效生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實
驗證據。
四是首次對空間生物鐘調控光周期開花的關鍵

基因進行研究，發現開花關鍵基因對微重力的響
應與地面有明顯的差異，其中在地面提早開花的
擬南芥在微重力條件下開花時間也大大的延長。
相關研究為今後利用改造開花基因來促進植物適
應空間微重力環境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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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實現兩個20噸級的航天器（問天
艙、夢天艙）在軌交會對接

2.首次實現太空站艙段轉位

3. 航天員乘組首次進入問天、夢天實驗
艙，開啟中國人太空「三居室」時代

4.首次實現貨運飛船2小時自主快速交會
對接，創造世界最快紀錄

5.首次利用問天艙氣閘艙實施航天員出艙
活動，並創造了一次飛行任務3次出艙
的紀錄

6.首次使用組合機械臂支持航天員出艙活動

7. 航天員乘組首次在軌迎來貨運飛船來訪

8.首次實現「太空會師」，在太空站迎來
神十五三名航天員

9.首次在極寒夜間迎接航天員返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 1212月月44日日，，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成功着陸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成功着陸。。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首次 中國空間站成功孕育水稻種子回家

零下14℃搜救新挑戰醫保設備升級

◆空間站第三批空間科學實驗樣品順利返回並交付
實驗科學家。 中科院空間應用中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報道）神舟十四
號航天員乘組順利返回地面，神舟十五號乘組正
在中國空間站繼續值守，中國空間站已開啟長期
有人駐留模式。「最繁忙乘組」已經安全到家，
「圓夢乘組」的精彩剛剛開始。

空間望遠鏡2024伴飛天宮
在中國空間站後續任務中，神十五乘組將值守

到明年5月。據介紹，神十五乘組主要將進行六
方面工作，包括開展空間站三艙狀態長期駐留驗
證工作；完成15個科學實驗機櫃解鎖、安裝與測
試，開展空間科學研究與應用、航天醫學、航天
技術等領域的40餘項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
實施3-4次出艙活動，完成夢天艙擴展泵組和載
荷暴露平台設備安裝等工作；驗證貨物氣閘艙出
艙工作模式，與地面協同完成6次貨物出艙任
務；開展常態化的平台測試、維護及站務管理工
作；開展在軌健康防護鍛煉、在軌訓練與演練等

工作。神十五乘組將在軌迎接天舟六號貨運飛
船，並與神舟十六號乘組輪換。
中國空間站已完成「T」字型結構建造，後續

有望迎來光學艙的伴飛。據報道，作為中國空間
站的光學艙，巡天空間望遠鏡將架設一套口徑2
米的光學系統，並配備一系列最先進的探測器。
望遠鏡的大小相當於一輛大客車，立起來有三層
樓高，重達十幾噸。與問天、夢天艙一樣，中國
將繼續採用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發射光學艙，預
計於2024年前後投入科學運行，已規劃的任務壽
命是10年，通過維修可以不斷延長壽命。
長期來看，中國載人航天的腳步將不止於距離

地球400公里的空間站。官方表示，目前已完成
載人月球探測關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論證，突
破了新一代載人飛船、新一代載人運載火箭、月
面着陸器、登月服等關鍵技術，形成了具有中國
特色的載人登月任務實施方案，中國載人月球探
測工程已具備開展工程實施的條件。

「繁忙組」抵家門「圓夢組」唱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航天員返回地球的流程堪稱「步步驚
心」，每一步需要地面專家精心設計。東
風着陸場啟用以來，神舟十二號、神舟十
三號返回地面，都是在白天。而此次神舟
十四號乘組在夜間嚴寒天氣下返回東風着
陸場，更給地面搜救工作帶來困難。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載人航天工程着陸場

系統副總設計師卞韓城表示，白天的搜索
任務，直升機上會坐很多人，目視很快就
看到了，然後就衝着目標飛過去了，但在
晚上看不到。針對夜間搜索難題，基於中
國北斗導航系統在着陸上應用，優選天基
空基地基彈道測量數據，送往搜救直升
機，完成航天語言到航空語言的轉變，建
設了天空地一體化的搜索引導體系，研製

了國內首款共口徑、長焦距、柱型直升機
光電吊艙，調配具有微光、紅外功能的小
微型光學設備在地面布陣，提升夜間搜索
發現返回艙的能力。
神十四返回艙降落時，東風着陸場溫度

僅有零下14℃。針對極寒條件可能導致的
設備異常，着陸場對所有野外工作設備進
行了抗低溫防護，為車輛加裝了低溫啟動
裝置，給通信設備配足了備用電池，着陸
現場臨時搭建場所均按8小時供暖配齊電力
保障設施。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醫院航天員醫療救護

隊隊長吳冬惠表示，在航天員返回階段，
醫監醫保醫療救護車也得到維護升級，可
在極寒條件下為航天員提供溫度適宜的醫
監醫保場所。

◆資料圖片為10月12日，神舟十四號飛行乘組航
天員劉洋在中國空間站舉行的「天宮課堂」第三課
中展示太空水稻種子。 中新社

會師太空會師太空三次出艙三次出艙艙段轉位艙段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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