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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10月26日，“太空之家”迎来中国航天史上最

年轻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再续半年之约。

　　26日11时14分，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长征

二号F遥十七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搭载着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3名航天员奔向太空。之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

组合体，即空间站三个舱段、两艘载人飞船和一

艘货运飞船。31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两个

乘组顺利完成在轨交接。

　　此次任务正值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

20周年之际，神舟十七号用圆满成功，接过中国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接力棒，中国人在太空

行走的脚步愈发稳健。

长二F运载火箭始终保持全胜战绩

　　苍茫戈壁上，又稳又准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以下简称长二F运载火箭）不负众望，一次次

精准地将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针对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七运载

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以下简

称一院）研制团队优化改进了火箭元器件国产化

替代、软件配置项调整等，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可

靠性与安全性；优化发射场操作流程，进一步提高

了发射场工作效率；进一步细化完善发射场预案，

有助于出现异常问题时能够快速及时处理。

　　“以本发火箭发射场流程优化为例，部分产

品首次装箭运输，发射场有效缩减了操作项目。”

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魏威说，尽管单

次流程的改进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经过

几次改进的累积，就能节省出几天时间。目前，长

二F运载火箭“发一备一”发射场流程已从空间站

建造初期的49天压缩到35天，如今，正瞄准30天目

标继续优化改进。

　　长二F运载火箭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立项最

早，是我国现役唯一具有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系

统的火箭，肩负着保障航天员安全进入太空的特

殊使命和责任。“如果说，其他火箭是在发射重量

和高度上开疆拓土，那么长二F运载火箭则花更

多精力来完善自己，因为它的成败关乎生命。”魏

威说。

　　从2003年杨利伟乘坐时感到颠簸振动，到神

舟十六号飞行乘组惊叹“坐火箭太爽了！”；从首

次载人飞行任务，到满足常态化运营；从护送一

人，到护送三人乘组……

　　回首20年，在不断攻关、持续改进下，长二F

运载火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用

发发成功创造着一个个高光时刻。自1999年首飞

至今，长二F运载火箭始终保持全胜战绩。经过持

续不断地消除薄弱环节、优化技术状态，目前，长

二F运载火箭的可靠性评估值已提升至0.9896，安

全性评估值达0.99996。

“航天智造”保障飞船高密度发射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

用与发展新阶段后的第二艘载人飞船，也是目前

唯一的天地往返载人航天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五院（以下简称五院）抓总研制。

　　如今，技术状态已经稳定的神舟飞船，创新

主要体现在增强可靠性安全性、提高航天员舒适

度、提升整体效益上。

　　“飞船系统就是把航天员安全可靠运输到空

间站的运输工具，可以说，我们的飞船系统非常

安全可靠。”五院研究员罗谷清说，“神舟十七号

载人飞船与神舟十六号相比，基本保持技术状态

一致。从此次任务角度来说，差别在于对接口不

一样。神舟十六号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

端口，神舟十七号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面对确保成功、万无一失的要求，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发射场试验队持续保持“视同生命的

责任心、如履薄冰的敬畏心、宁静专注的平常

心”，为高质量保证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提供坚实

基础。

　　此次任务中，由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

端，以及为中继卫星研制的有效载荷搭建“太空

天路”，可实现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地面通信

畅通无阻，确保地面测试人员实时掌握飞船的飞

行状态。飞船采用了具备集成程度更高、处理能

力更强、国产化率更高这三大优势的升级版中继

终端，“太空天路”以更强更优的功能，为中国空

间站稳定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在目前的任务中，中国空间站六舱（船）均

配备了中继终端，它们与中继卫星紧密配合、高

效协作，让‘感觉良好’持续在线。”五院西安分院

载人航天工程任务负责人说。

　　神舟飞船高密度发射任务对舱体结构研制

质量及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飞船结构产品的按

期交付，将直接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中国空

间站的平稳运行。为此，五院529厂工艺团队持续

通过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手段，进一步提升

型号研制效率，确保舱体结构高质量交付。

　　“现在，我们整个返回舱结构部装装配过程

都实现了工艺过程的信息化显示。工艺人员通过

将舱体零部件加工或装配工艺信息结构化编制，

研制流程配以文字、图片、模型和视频等多元化

形式，再展现给生产操作人员，即可实现神舟舱

体高效快速研制。”五院529厂神舟返回舱部装装

配人员介绍说。

　　此外，从神舟飞船定型生产以来，五院529厂

便着力通过试点建设自动化智能化单元，提升飞

船产品研制效率，确保产品质量一致性。

航天科工助力14次“太空之吻”

　　此次任务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再次承担了飞船与

空间站交会对接过程中的测量重任，精确输出两

个空间飞行器之间的距离、速度、角度等相对运

动参数，同时具备通信功能。

　　这是该型微波雷达第14次成功助力载人航

天任务的“太空之吻”。

　　在交会对接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高

精度加速度计组合。它是载人飞船在交会对接阶

段的专用惯性测量设备，能够在微重力环境下精

准测量加速度，从而帮助飞船牢牢把握速度、位

置的毫厘变化，为飞船在轨运行和交会对接提供

必需的实时数据。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交会对

接的过程犹如“万里穿针”，这一过程中，高精度

加速度计组合需要测量的加速度范围，仅为探测

器升空过程中最大加速度的千分之一量级。该加

速度计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与其核心部件的

过硬表现密不可分。测量部件石英挠性加速度计

能够在微重力环境下精准测量加速度信息，持续

不断地将飞船在太空中产生的极其微弱加速度

转换为电流信号进行输出。为加速度计担任“翻

译官”的是IF转换电路，它将加速度计输出的电

流精确“翻译”成为飞船控制系统“听得懂”的频

率信号。两者周密配合，成为保障九天之上“中国

精度”的重要力量。

　　此外，随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出征的气体流

量调节阀、液路截止阀、生理信号测试盒、心电记

录装置4种产品，主要用于神舟飞船环控生保分

系统和医监医保设备分系统，它们是“太空医院”

“太空空调”的一部分，为航天员舒适的太空生活

提供保障。

　　气体流量调节阀是“太空空调”的一个重要

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控制阀门开口量，调

节冷热气体流量的比例，从而调节舱内空气的温

度和湿度，以保证航天员工作在舒适的船内环境

中。该型产品同时也配套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梦天实验舱。

　　航天员出征时随身佩戴的生理信号测试盒、

心电记录装置，全程陪同航天员完成整个飞行任

务，可实时监测航天员的心电、呼吸、体温3项生

理指标，并下传至地面指挥中心，由地面医护人

员进行监护。

　　“空间站全面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我们

更加聚焦于空间科学研究和空间应用的研究，取

得一系列科学成果。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将肩

负更多的科学实验和空间应用任务。”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本报通讯员 占康

　　1988年2月，江新林出生在革命老区——— 河南省开封

市杞县的一个小村庄。他一直强调，自己出身在贫苦农村，

能够实现飞天梦想是幸运的。

　　从原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毕业后，江新林打算当一

名长空之王，飞向更宽广的天际。他参加招飞选拔，并被空

军航空大学录取，成为一名飞行学员。

　　从装甲兵转身为飞行学员，江新林面临的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他从头开始学习飞行专业理论和飞行驾驶技

术。飞行技术遥遥领先的江新林，学习初教机时最先放

单飞。

　　江新林很享受飞行的快乐。第一次驾驶飞机在云端自

由自在地飞行，他有一种天大地大任我飞翔的快感，心胸

和视野都变得开阔了。10年飞行生涯里，他共安全飞行

1000余小时。由于工作积极、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好，江新

林还被任命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

　　得知国家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计划后，热爱飞行的

江新林一路过关斩将，幸运地走到最后。

　　2020年9月，江新林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一年

内，他要学完30多门理论课程。很多课程以前从没接触过，

需要背诵的知识点很多。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啃“硬骨头”，

将大量的知识点逐一理解消化吸收，从没在晚上12点前关

过书桌上的灯。如今，江新林的理论功底被唐胜杰称赞为

“非常扎实”。

　　“任何岗位都需要付出。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需要

从思想、心理、身体、知识、技能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

训练、打磨和锻造。”江新林说，“这其中，我们有专业的训

练团队、科学的训练体系、完备的训练设施，训练过程既安

全又高效，让我实现了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

　　“我们将不负时代，以奋斗的姿态奋力奔跑。”出征前，

江新林郑重地说。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本报通讯员 占康

　　不到34岁的唐胜杰是目前执行空间站任务中最年轻

的航天员。“我的家乡甘肃自古以来就有着敦煌飞天的神

话传说，飞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求。我感到无比

的激动、无比的幸运、无比的幸福。”唐胜杰说。

　　上小学时，唐胜杰要在山路上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学

校。这条蜿蜒崎岖的盘山路，他走了8年。“我非常感谢这条

山路，不仅让我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也激发出骨子里的韧

劲。它就是我人生起飞的跑道。”唐胜杰说。

　　2008年8月，唐胜杰来到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

基地，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学员。唐胜杰飞过6种机型，飞行

航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安全飞行1000余小时。

　　2018年年底，国家启动招收第三批航天员计划。“我想

飞得更高更远！”唐胜杰如愿加入第三批航天员队伍。

　　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后，唐胜杰见到了

电视上的航天英雄群体。“我和英雄们成了战友，但在我

心里，他们更是我奋斗的标杆和学习的榜样。”他这

样说。

　　随着我国进入空间站时代，对这批新入队的年轻航天

员提出挑战，他们需要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学完上百门课

程。为了早日实现飞天梦，唐胜杰学习更加勤奋。同批队友

开玩笑地说：“哪个课桌上掉的头发最多，那个座位肯定是

唐胜杰坐过的。”

　　训练虽然艰苦但也有欢乐。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唐

胜杰和航天员朱杨柱、桂海潮分在一组，三人齐心协力，靠

毅力熬过三天三夜；海上训练时，密闭的返回舱在海上漂

摇不定，大家在里面只觉得天旋地转，但跳入大海时，一个

比一个兴奋。

　　“在神舟十七号飞行任务中，我将尽快适应太空失重

环境，坚决服从指令长指挥，激情饱满、斗志昂扬，密切配

合、精准操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唐胜杰坚定地说。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本报通讯员 占康

　　“2021年9月16日，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撤离返回之

前，我忍不住再次回到核心舱，看了看自己精心调试的设

备，摸了摸自己亲手安装的螺丝，真的很舍不得。”10月25

日，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上，

航天员汤洪波深情地说。

　　2021年6月17日，汤洪波和他的同伴聂海胜、刘伯明驾

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这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

人飞行任务，也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为了这一刻，汤

洪波准备了11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

  提起第一次出舱的感受，汤洪波记忆深刻：“仿佛置身

于科幻片中的宇宙，就像诗中所写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

天遥看一千河’。”

　　汤洪波有一个信念：心里只要有希望，那就一步一步

地朝着这个梦想去努力。日拱一卒，终会梦想成真。

　　2009年，第二批航天员招录选拔工作开始，汤洪波以

优异成绩入选。

  4年时间，汤洪波要完成基础理论、体质训练、航天环

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

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又挑战生理与心理

极限。

　　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儿。这项训

练要求航天员穿着训练服持续在水下工作数个小时。一穿

上硬邦邦的水下训练服，他就恨不得马上脱下来。在后来

的训练中，汤洪波让工作人员把服装温度尽量调低，强迫

自己冷静下来。最终，他闯过这道难关。

　　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汤洪波被任命为指令

长，带领两名新航天驾驶员唐胜杰和江新林执行任务。

　　神舟十七号乘组三人同为飞行员出身，共同的经历让

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三人性格温和内敛，相处融洽。唐胜

杰和江新林一致评价汤洪波：在生活中是个非常幽默的

人，经常活跃气氛。但在工作中非常严格，要求大家必须将

细节做到极致。

　　汤洪波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他感慨地说：“从一个普

通的农家学子成长为一名飞行员、一名航天员，并能再上

空间站，是祖国的强大、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了我圆

梦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今天8时1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9时10分，神舟

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全部

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至此，航天员景海鹏圆满完成第四次飞

天旅程，累计在轨执行任务时间超过200天，是

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5

个月的任务顺利完成。在这次任务中，我们

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操作

做到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

血、智慧、汗水、梦想都变成了现实。”景海鹏

说，“这次到中国空间站出差，感觉很好、感

觉很爽。我将时刻准备，为新时代中国航天

事业再立新功。”

　　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和首

位载荷专家桂海潮也圆满完成首飞之旅，标

志着我国现有3种类型航天员均已完成飞行

考核和实践检验，为工程后续发展建设和大

规模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回家的感觉真好。最想感谢的是我们

伟大的新时代，为我们梦想成真提供了机遇

和舞台。在轨5个月时间，在指令长的带领

下，在工程全线的协同下，在科研人员的支

持下，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朱杨柱说。

　　“此时此刻，圆满完成任务的感觉真幸

福。”桂海潮开心地说，“我从一名学生成长

为一名教师，又幸运地成为一名航天员，把

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在中国空间站里的每一

天都过得充实美妙，无论身处太空还是回到

地面，我都会心怀宇宙，知行合一。”

　　“这次预报落点非常准确，空中分队基

本是舱落机临。返回舱落地后，地面分队大

约8分钟就到了着陆现场，可以说整个过程

非常完美。”神舟十六号搜救回收任务地面

分队工作人员王国梁说。

　　10月30日20时37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

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乘组开展工作交接，完成在轨工作经验交

流、上行物资及下行样品转移安装等工作。

　　分离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

机，通过飞船绕飞完成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

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拍摄，这是第一张反映

空间站全构型的“工作照”。

　　此次返回任务分为分离、制动、再入、减

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据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五院载人飞船回收试验队总体

负责人介绍，分离阶段仍然延续神舟十三号

以来的“快速返回方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在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后，飞船返回舱与

轨道舱分离。在随后的返回制动阶段，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延续了神舟十二号以来的

制导方式，可以确保返回舱落点的高精度。

同时，再入返回过程是自动的，GNC（制导

导航与控制）系统会全自动驾驶飞船返回地

球。即使返回舱通过与地面信号中断的“黑

障区”时，也

不需要人工干

预，GNC系统可

以控制舱上自带的

发动机有序工作，将

返回舱始终保持在一个正确的姿态，以升力

控制的方式再入。

　　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作为首批执行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乘组，3人均为博士学位。“博士乘组”在轨驻

留154天，其间进行了1次出舱活动和中国空

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活动，配合完成空间站

多次货物出舱任务。

　　此次任务在航天员乘组和地面科研人员

密切配合下，开展了人因工程、航天医学、生命

生态等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在空间生命科

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迈出载人航天工程从建

设向应用、从投入向产出转变的重要一步。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医监

医保室主任徐冲表示：“航天员健康评估结

果非常好，这也反映了我们综合健康保障体

系由成功到成熟，由成熟到可靠。”

　　今天下午，3名航天员乘坐任务飞机平

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

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本报酒泉10月31日电  

“博士乘组”顺利返回

汤洪波：日拱一卒终会梦想成真

唐胜杰：飞行是我的梦想和追求

江新林：以奋斗的姿态奋力奔跑

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中国空间站再续半年之约

  图为10月26日，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图为10月31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景海鹏(左)、朱杨柱（中）、桂海潮

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李秉宣 刘金海 摄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

  图为10月26

日，神舟十七号

航天员乘组出征

仪式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问天阁

圆 梦 园 广 场 举

行。这是航天员

汤洪波（中）、唐

胜杰（右）、江新

林 在 出 征 仪

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