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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神舟的飞天航迹，中华民族
“ 摘星揽月上九天 ”的梦想一步步变
为现实。

◆神舟一号
发射时间：1999 年 11 月 20 日 6 时 30 分
7 秒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
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二号
发射时间：2001 年 1 月 10 日 1 时零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
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三号
发射时间：2002 年 3 月 25 日 22 时 15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
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四号
发射时间：2002 年 12 月 30 日 0 时 40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
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五号
（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
发射时间：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整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遥五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六号
（首次多人多天载人航天飞行）
发射时间：2005 年 10 月 12 日 9 时整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遥六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七号
（首次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
发射时间：2008 年 9 月 25 日 21 时 10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遥六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八号
（与天宫一号首次进行交会对接航天
飞行任务）
发射时间：2011 年 11 月 1 日 5 时 58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遥八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九号
发射时间：2012 年 6 月 16 日 18 时 37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 遥九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十号
（与天宫一号开启中国首次应用性太
空飞行）
发射时间：2013 年 6 月 11 日 17 时 38 分
运载火箭：长征二号 F 遥十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十一号
发射时间：2016 年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
运载火箭：长征二号 F 遥十运载火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十二号
发射时间：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
运载火箭：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
箭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从神舟一号到
神舟十二号

在载人飞
船测控与通信
产 品 家 族 里 ，
两位成员格外
引 人 注 目 ，那

就是应答机和空空通
信机。

应 答 机 用 于 传 输
船 — 地 之 间 的 遥 测 、

遥控、话音及测轨数据。空空通信
机则是用于建立与空间站核心舱
之间的双向通信链路，主要是传输
图像、话音及定位数据等。

根 据 中 国 空 间 站 工 程 任 务 需
求，本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所使
用的应答机及空空通信机增加了数
据下行链路带宽，但需具备更轻的

重量、更小的体积和更高的可靠性。
中 国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八 院 电 子

所产品技术负责人金骏介绍，应答
机采用最新的射频微波集成电路
技术，将原来的分立元器件升级为
集成器件，“这样不但减少了元器
件的数量，还减小了产品的体积，
减轻了重量，‘神舟十二号’应答机
的体积和重量，仅仅是‘神舟十一
号’应答机的一半。”

空空通信机的“瘦身”优化设
计方案，则采用了硬件功能软件化
的思路，不同需求，采用不同软件
配置项。最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 空 空 通 信 机 的 重 量 减 少 1/3，体
积 减 小 1/2，同 时 产 品 研 发 时 间 更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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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逐梦再问天，阔步强国新征程。6 月 17 日，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成为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驻人员，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有哪些看点？太
空中，工作生活 33 天和 3 个月的区别是什么？对航天员又提出
了怎样的要求？

“今天上午，神舟十二号向阳
启航，直冲霄汉！我和大家一样，
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一让人热血
沸腾、心潮澎湃的历史时刻。”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6 月 17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探索浩瀚宇宙是
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中方期待在
不久的将来，中外航天员能够一
起遨游“天宫”。

自 2003 年首次实施神舟五号
载人飞行任务以来，18 年间，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一人一
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工作到太
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
的不断跨越。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是迄
今为止我国研制标准最高，各方
面指标要求最严格的载人航天
器，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
命之舟。”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
设计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系统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高旭说。

神舟十二号任务是神舟系列
飞船首次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往返
运输任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总长度约 9 米，总重量约 8 吨，为
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三舱结
构。

轨道舱配备了航天员在轨生
活支持设备、交会对接敏感器等
关键设备，为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做好充分准备。返回舱是飞船发
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所乘坐的
舱段，是飞船的“大脑”。推进舱
则装配推进系统、电源等设备，为
飞船提供动力，并在飞行过程中
进行姿态和轨道的控制。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完成与
空间站核心舱对接后，航天员进
入空间站组合体。待航天员本次
飞行任务完成，飞船返回舱将航

天员安全带回地面。
“神舟十二号是目前功能最

完整的飞船，可以说，它已经完全
实现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初载人
飞船的研制目标。”高旭说。

这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将创下多个国内首次的纪录。

——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

在空间站不断调整姿态的配
合下，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实现
了发射后快速与空间站对接。高
旭形容，神舟十二号就像是有着
全自动驾驶功能的“超跑”，自主
计算、判断到达目的地。

——首次实施绕飞空间站并
与空间站径向交会。

在此次任务中，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的交会能力得到加强，
具有更复杂的交会对接飞行模
式，具备与空间站进行前向、后
向、径向对接口对接和分离的功
能，并计划在本次任务中首次开
展绕飞空间站和径向交会试验。

——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
靠。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实现
在轨停靠 3 个月，为适应空间站
复杂构型和姿态带来的复杂外热
流条件，神舟团队对返回舱、推进
发动机和贮箱等热控方案，船站
并网供电方案进行了专项设计，
使飞船具备了供电、热环境保障
的适应性配套条件。

——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
道返回着陆场的能力。

神舟团队对返回轨道进行了
适应性设计，使载人飞船返回高
度从固定值调整为相对范围，并
改进返回算法，提高载人飞船返
回适应性和可靠性。

承担此次发射任务的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长二 F 火箭），专为载人航天
工程研制，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型用于
载人发射的火箭。

素有“神箭”美誉的长二 F 火箭自首
飞以来共成功实施 7 次载人发射任务。
据抓总研制这一火箭的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一院介绍，长征二号 F 运载
火箭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可靠性和安
全性再上新台阶。

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此前
基础上，共进行了 109 项技术状态更改，
其中有 70 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再次
刷新了自身纪录，处于世界前列。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 F 运载
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这些改进不涉
及重大技术状态变化，主要是为了消除
薄弱环节。

“在可靠性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再
提升，难度可想而知。”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秦曈说，每一处改进，都体现了研制
人员对可靠性的不懈追求，背后都意味
着无数次的理论分析、数学仿真和试验
验证。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 F 运载
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用考试打比
方，从 50 分提高到 90 分相对容易一些，
但从 90分提高到 91分，背后的工作并不
比从 50分提高到 90分少。

“为了确保任务成功、确保安全，只
要能换来百分之零点零几，甚至是零点
零零几的指标提升，我们所做的任何工
作都是值得的。”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二号 F运载火箭副总师刘烽说。

研制队伍在追求安全性的道路上从
未止步，遥十二运载火箭对逃逸安控体
制进行了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安
全性。

假如火箭突发意外情况，逃逸飞行
器会像“拔萝卜”一样带着返回舱飞离
故障火箭。返回舱与逃逸飞行器分离
后，打开降落伞，缓缓降落到地面。但
开伞过程中，返回舱会受到地面低空风
的影响。

研制人员在现有的控制逃逸发动机
的基础上，通过对软件进行调整，使逃
逸飞行器可以向垂直于地面风的方向逃
逸，更加安全、灵活。

本次发射中，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还首次采用了起飞滚转技术，更加灵
活。

以往，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的任务较
为单一，射向基本一致，火箭点火起飞
后，经过俯仰转弯等姿态调整，直接瞄准
一个固定的射向，在一个射面内飞行即
可。但后续空间站在建造和长期运营过
程中，轨道倾角会有一个变化范围。

火箭要适应这种变化，有两种方法：
一是针对每次任务的轨道倾角，改造瞄
准间，确定火箭射向；二是通过火箭自
身起飞滚转适应轨道倾角的变化和射向
的变化。

因此，型号队伍根据任务特点，从火
箭自身出发，在载人状态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上首次应用起飞滚转技术，使
火箭起飞后在空中转体，转到合适的角
度后，再飞向任务要求的方向。采用该
技术以后，火箭更加灵活，任务适应能
力也进一步提高。

神舟十二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进驻天和
核心舱，开启为期 3 个月的在轨驻留之
旅。航天员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引
发无数人的好奇。

在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刘伟波眼
中，太空中的生活处处都体现了科学家
的智慧：饮水分配器可以流出不同温度
的热水，汗液尿液循环利用达到可以饮
用的标准，垃圾压缩抽真空后半年不会
腐烂产生臭味，私密电话可以屏蔽其他
同伴与家人视频通话……

据悉，天和核心舱提供了 3 倍于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间，
配备了 3 个独立卧室和 1 个卫生间，保
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

与此同时，就餐区域配置了食品加
热、冷藏及饮水设备，还有折叠桌，方便
航天员就餐；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用于航天员日常锻炼；通
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备，可实
现空间站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话和收发
电子邮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此前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

交会对接的天舟二号已提前送去 6.8吨物
资，其中就包括航天员在空间站吃、穿、
用，乃至呼吸所需的生活物资，以及开展
工作所需的实验设备、实验资料等物资。

“我们为航天员准备的食品有 120
多种，一个星期都不会重样。”刘伟波
说，还会照顾到航天员的口味，比如山
西人喜欢吃醋，湖南人喜欢吃辣，冰箱
里有冰激凌，喜欢喝酸奶可以自制酸
奶，还有粽子和月饼。

此外，天舟二号还是航天员在轨驻
留期间的“储藏室”和“垃圾桶”。

完成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会进出天
舟二号取用生活和工作物资。为了让航
天员在天上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取用、查
找自己想找的物资，“储藏室”里的每件
货物上都粘贴了一个具备无线射频识别
功能的标签，使用专用设备能进行智能
定位。

航天员在空间站里产生的生活垃
圾、人体排泄物，都会集中到天舟二号
舱内存放。完成使命后，天舟二号将带
走这些废弃物，在坠入大气层的过程中
一同烧毁。

“我们不仅要把核心舱这个‘太空家
园’布置好，还要开展一系列关键技术

验证”“作为指令长，我会团结带领乘
组，严密实施、精心操作，努力克服一切
困难”“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完
成好此次任务”……

5 月 16 日上午，执行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行任务的 3 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
面。航天员聂海胜坚定的话语向世人传
递出必胜的信心。

本次任务航天员乘组选拔按照“新
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式，结合航天员
飞行经历、相互协同能力等方面，选拔
出飞行乘组和备份航天员。

航天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六号、神
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刘伯明参
加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汤
洪波是首次飞行。

在轨期间，航天员将开展核心舱组
合体的日常管理，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还将开展出舱活动及舱外作
业等。

对此，本次任务周密制定了航天员
训练方案和计划，扎实开展了地面训练
和任务准备，每名航天员训练均超过了
6000 学时。特别是针对空间站技术、出
舱活动、机械臂操控、心理以及在轨工
作生活开展了重点训练。

“这次任务出舱活动时间大幅增加，
任务更加复杂，为此，我们进行了严格、
系统、全面的训练，特别是穿着我国研
制的新一代舱外航天服，我们更加有信
心应对各种挑战。”航天员刘伯明说。

首次亮相的航天员汤洪波说，经过
11 年的学习训练和磨砺考验，已经完成
了从航空到航天这一艰苦难忘的转型，
经过一轮又一轮严格科学的选拔，对自
己充满信心。也十分期待有朝一日能和
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航天员一起遨游

“天宫”。
“这是一个大时代，中国正在从航天

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变，我们这一代人赶
上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测试
发射技术室主任纪容林说，对他而言是
一种莫大的荣耀。

蓦然回首，当年那条仅能容下十多
个人的革命小船，已在惊涛骇浪中成为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巨轮。极目太空，我
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神舟系列飞船已达到甚至优于国际第三
代载人飞船水平。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还会远么？

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

“神箭”再送神舟

“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

揭揭秘神舟上的“小配角”

本版文字综合自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