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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5月30日，

搭载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运

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

火升空，成功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

柱、桂海潮顺利送入太空，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全

面建成后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开启。

此次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任务中，航

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首次

齐登场，火箭飞船“再升级”。整个飞行任

务有何看点？未来，选拔新一批航天员、启

动实施载人登月还有哪些值得期待？

看点一：航天驾驶员、航天
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首次齐
登场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

工程今年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作为该阶段迎来的首个乘组，神舟十六号

乘组在尚未“出发”时就受到广泛关注。

“神舟十六号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朱

杨柱和桂海潮组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景海

鹏先后参加过神舟七号、九号、十一号载人

飞行任务，朱杨柱和桂海潮都是首次飞行。

神舟十六号乘组的特点可以用“全”

“新”“多”来概括。

“全”：首次包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

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个航天员类型。

“新”：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

务，也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

次飞行。

“多”：航天员景海鹏是第四次执行飞

行任务，成为中国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

多的航天员。

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天飞行工程师

朱杨柱来自航天员大队，主要负责直接操

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试验。

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名

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科学、航天工程等领

域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丰富操作经验。

此外，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

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前完

成全部选拔工作。截至今年3月，已完成

初选阶段选拔工作，共有100多名候选对

象进入复选阶段，有10余名来自香港和

澳门地区的候选对象进入复选。

看点二：火箭飞船“再升级”
交会对接“有难度”

执行本次发射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

发射成功率达100％。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主任设计师常武权介绍，本发火箭相

比上一发火箭，共有20项技术状态变化。

此外，研制团队在确保发射可靠性的

前提下，通过调整测试顺序、并行工作、整

合测试项目等措施，不断优化发射场流

程。目前，长征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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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压缩至35天。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由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抓总研制。作为航天员实现天地

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由

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构成，共有14个

分系统，是我国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严

苛的航天器。

发射入轨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将

采取径向对接的方式与空间站进行交会

对接，停靠于空间站核心舱的径向端口。

这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在空间

站三舱“T”字构型下实施的首次径向交

会对接任务，相较于以往中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的交会对接，有着不一样的难度。

此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径向停靠

空间站，飞船的对接目标为47吨级，而本

次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将与90吨级的空

间站组合体进行径向交会对接。作为载

人天地往返的关键核心产品，对接机构将

再次面临与多构型、大吨位、大偏心对接

目标的捕获、缓冲、刚性连接等全新挑战。

空间站组合体尺寸的增大使得飞船

和空间站组合体的发动机工作时，羽流间

的相互影响相比以往发射和对接任务的

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于这一问题，由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自主研发的神舟

飞船GNC系统在发动机分组使用和控制

方法上进行优化，并通过地面的仿真计算

加以验证，确保任务成功。

看点三：首展国际绘画
作品 计划2030年前登月

顺利对接后，神舟十六号乘组将开展

哪些工作？

“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

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林

西强表示，主要有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

和返回、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乘

组自身健康管理等6大类任务。

而具体到神舟十六号任务，将迎来2

次对接和撤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再对接和撤

离，以及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

“同时，将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舱外

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林西强说，将

完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元器件与

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等舱外应用设施

的安装，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在轨实

（试）验，有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高精

度空间时频系统、广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

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

“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也将继续开

展，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课堂。

“这次飞行任务中安排了一项特殊而

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在中国空间站首次展

示国际绘画作品。”景海鹏说。这些作品

是来自10个非洲国家青少年朋友获得

“天和奖”的优秀作品。

未来，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主

要任务还有哪些？林西强从“应用”与“发

展”两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在应用方面，为促进我国空间科学、

空间应用、空间技术全面发展，将充分利

用空间站目前已配置的舱内实验柜和舱

外载荷，以及巡天空间望远镜等设施设

备，滚动实施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

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4个专业领域近千

项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开展较大规模的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在发展方面，为进一步提升工程近地

轨道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将统筹载人月

球探测任务，研制可重复使用的新一代近

地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近地载人飞

船。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为航天

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将适时

发射扩展舱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

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

段任务已启动实施。林西强介绍，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展

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载

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

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研、回”等多重

任务，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记者宋晨、胡喆、李国利、魏玉坤、
彭韵佳）

（据新华社酒泉5月30日电）

五月的戈壁滩上，骆驼刺和胡杨都是绿

色的。

走过31个春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

一次在草长莺飞的五月迎来了载人飞船发射

任务。

5月30日9时31分，景海鹏、朱杨柱、桂

海潮 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东

风航天城点火升空，开启为期约5个月的太

空之旅。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的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神舟飞船“一年两发”已成为常态。

中国朝着航天强国，再迈一大步。

仰望星河 着色九天

30日清晨，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前，出征

仪式上红旗招展，千人同唱《歌唱祖国》。

11次出征，航天员都是从这里启程。梦

想，从未改变；创新，未曾止步。

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完备的近地载人空间

站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火箭技术、飞船

技术、交会对接技术、舱外航天服研制技术等航

天科技不断取得新突破，火箭飞船元器件的国

产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射场流程越来越短，为中

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承担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载

人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达100％，有着“神

箭”之美誉。

一直以来，火箭优化改进的脚步，从未

停止。

“这一次又有20项技术状态变化，这些改

进持续提升火箭的可靠性，提升产品自主可控

水平。”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刘烽

介绍说，研制团队还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赋

能火箭，为数据判读引入“智”变，实现了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测试数据前后方实时互通。

作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发

载人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上百

项器件更改和可靠性提升等验证工作。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时，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船就处于应急救援待命状态。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

高旭介绍说，飞船系统已经具备了8.5天应急

发射的能力，如果执行任务的飞船遇到紧急

情况，待命飞船可以很快升空接替工作。

为更好满足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需

求，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在保障方面也

进行了优化和改进。食品种类已增至150多

种，同时优化了食品组合方式，根据航天员的

个人饮食习惯配备了一些个性化食品。

“神舟十六号飞船搭载了一个植物栽培

装置，可以在太空为飞行乘组提供少量新鲜

蔬菜和水果。”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

计师黄伟芬介绍说，针对神舟十六号乘组的

特点和要求，医学专家对航天员医学检查的

频次进行了优化，制定了航天员在轨期间的

锻炼方案、医疗保障方案。

5月28日，距离发射不到48小时，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区合

练和全系统气密性检查。

2天后的清晨，3名航天员豪情满怀，从

容出征。

新征程，新使命。此时，距离我国首次载

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已近20年。

航天播种 花开遍地

2002年出生的大学生赵梦漪向学校请

了假，从上海回到东风航天城，来为航天员出

征送行。在东风航天城出生和长大的赵梦漪

学的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

10年前，神舟十号乘组女航天员王亚平，

在太空中给全国中小学生讲授了失重条件下

物体运动的特点、液体的表面张力作用等，完

成了首次太空授课。

赵梦漪就是当年聆听过太空授课的小学

生。航天人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开出绚烂的花。

在神舟十六号乘组中，航天员朱杨柱曾

任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航天员

桂海潮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导师。

这一次，他们会给青少年们带来什么样

的课堂体验，在网上引发关注。

作为系统最复杂、科技最密集、创新最活

跃的科技工程之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带动

了原材料、微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纺

织、通信等领域快速发展，促进我国科技水平

整体提升。从航天技术转化而来的穿戴式智

能防护气囊、人工增雨防雹小火箭已经广泛

应用于日常生活。

在广西柳州，12株经历太空旅行进行诱

变育种的洋紫荆幼苗，正茁壮成长。

更重要的是，载人航天精神，已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体验。”目送火

箭消失在天际后，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高一学生

郭美辰把发射视频分享给了她的好朋友们。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在轨运行期间，将滚

动实施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

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

等4个专业领域近千项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也是目前历次

任务中，在轨实（试）验项目最多的一次飞行

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说：“我

们近期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载人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工程科学与应用项目征集公告和指

南，持续开展项目征集工作，不断扩大项目征

集范围，力争尽快实现空间站应用资源满载

运行，持续产出高水平应用成果。”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来。航天，不再是高不

可攀的仰视，而是触手可及的参与。

群贤毕集 未来可期

在持续高密度、高强度发射任务中，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7大系统集聚发射场，各系统

人员、装备长期待命值班，火箭、飞船状态发

生更改，对团队协作和组织筹划，都提出极高

的要求。航天员、科学家、燃料加注员……每

一个人都需要各司其职，恪尽职守。

“相比以往乘组，神舟十六号乘组的特点

可以用‘全’‘新’‘多’三个字来概括。”林西强

介绍，一是“全”，首次包含了“航天驾驶员、航

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3种航天员类型；二

是“新”，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也

是我国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太

空飞行；三是“多”，景海鹏成为我国首位四度

飞天的航天员，是中国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

多的航天员。

自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2022年6月确定

以来，3名航天员全面开展了8大类200余项

任务强化训练及准备，涵盖思想、身体、心理、

知识储备和技能等方面。

为形成人才梯队，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

拔已于2022年全面启动，计划将选拔12至

14名预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

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等三类，并首次在港澳地

区选拔载荷专家。

截至2023年3月，共有100多名候选对

象进入复选。其中，航天驾驶员来自陆海空

三军现役飞行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

家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有10余

名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候选对象，进

入复选。

不仅是航天员队伍“新人”不断。飞船系

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着陆场系统……

一批“80后”“90后”甚至“00后”担起了重任，

在蓬勃发展的事业中成长为零号指挥员、系

统总师、医监医保专家和高级技师。

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林西强宣布：计划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

首次登陆月球。这是中国航天人在探索太空

的过程中，发出的又一誓言。

（记者李国利、黎云、黄一宸、郭明芝）
（据新华社酒泉5月30日电）

本报讯（记者李代姣 通讯员

李燕茹）5月30日9时31分，搭载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六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发射。

网络通信研究院（54所，以下

简称“网通院”）研制的最新测控系

统在东风发射场首次应用，是首区

主用的USB测控设备，保障了航

天器在等待发射以及发射升空时

航天员与地面指挥中心的双向沟

通。同时，2套地面逃逸安控系

统、2套机动逃逸安控系统相互接

力，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

功奠定坚实基础。5套统一测控

系统继续参与执行关键弧段的测

控任务。精准控制航天器入轨，承

担神舟十六号飞船上升段、返回段

和飞船进入轨道运行段特殊情况

下的特殊测控任务。

位于我国东风首区发射场的

某最新测控系统是一套先进高效的

地面测控系统。它主要承担了航天

器在发射升空、太空运行以及返回

地球过程中的测控任务。由它来

接收航天器发送回地球的运行状

态、实时信息、科研资料等，保证了

地面人员与航天员的通信畅通。

最新测控系统在继承原系统

各项功能的基础上，采用了多项新

技术，实现国产化设计，大大提高了

系统的智能化及自主可控水平，实

现了三大优势，助力航天技术创新发展。

数字化：让信号采集和传输
更加高效稳定

全新测控系统使用了射频直接技术对

信号进行采样，并采用了全光纤互连的全数

字化系统架构设计。通俗来讲，原系统天线

收到的信号需要进行极其复杂的处理才能

转化成有用信息，而新系统采集到的天线信

号就已经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信息，更加

高效。不仅如此，有用信

息采集之后，还可以在各个设备之

间直接通过光纤中的光信号进行

传输。“这两项技术使得信号传输

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即使周围

存在手机信号、电磁脉冲等各种干

扰的情况下，有用信号还是能够准

确接收和发送。”网通院测控系统

总师张新社说。

国产化：以集成电路
芯片为核心，走出自主
发展之路

全新测控系统以集成电路芯

片（ADC、DAC）为核心的系统软

件与硬件实现了全面国产化，核

心技术、各类软硬件均为自主开

发、自主制造，不再受制于人。网

通院测控专家田之俊说：“集成电

路芯片的国产化是新系统的重大

突破，打破了国外的技术限制，走

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智能化：无人值守，
系统实现自主“思考”

全新测控系统有一颗“最强大

脑”，具体来说，它能够对航天器等

待发射、发射升空以及太空运行过

程，进行全任务场景的自动化运行

设计，即便无人值守，或者工作人

员不进行任何操作，测控系统也可

以自己“思考”和“判断”，对航天器

进行操控，，并与航天器进行交流并与航天器进行交流。。

网通院研制的部署在东风首区的另网通院研制的部署在东风首区的另11

套标准模式体制套标准模式体制（（USBUSB））测控系统和测控系统和11套安套安

控系统控系统，，以及分布在青岛以及分布在青岛、、渭南渭南、、厦门厦门

等地的测控等地的测控、、安控系统安控系统，，共同编织共同编织

了一张密实的测控通信了一张密实的测控通信

网网，，为载人飞船的发射为载人飞船的发射、、

安全控制及精安全控制及精

准入轨保驾准入轨保驾

护护航航。。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神舟十六号探宇 太空之家再迎“新成员”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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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之际
□新华社记者

绘出航天强国的样子

5月30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

组拍下“全家福”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5月30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