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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神舟上九霄 驻天和探星河乘神舟上九霄 驻天和探星河
核心阅读
6月17日9时22分，

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
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起飞，巨大的轰鸣声
打破大漠戈壁的寂静，
成功将载有3名航天员
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送入预定轨道。15时54
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18时
48分，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
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
空间站。

未 来 ， 航 天 员 乘
组将完成3个月的在轨
驻 留 ， 开 展 机 械 臂 操
作、太空出舱等活动。

航天发射场

打 造 进 出 太 空 最
可靠、最安全、最温暖
的航天港

据 介 绍 ， 酒 泉 卫
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
射场是目前我国唯一的
载人航天发射场，针对
包括实施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行任务在内的多次
空间站载人飞行任务，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将全
力打造中国航天员进出
太空最可靠、最安全、
最温暖的航天港。

执 行 此 次 发 射 任
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是专门用于载人航天
的二级运载火箭，也是
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
中系统最复杂的火箭。

中 国 航 天 科 技 集
团火箭院长二F火箭总
指挥荆木春说：“相对
其他火箭，长征二号F
运载火箭载人飞船状态
增加了故障检测和逃逸

救生系统，在火箭顶部
带有逃逸飞行器，是我
国可靠性指标最高的运
载火箭。”

长二F火箭距离其
上一次发射载人飞船已
有近5年时间。5年来，
研 制 人 员 不 断 提 升 火
箭的可靠性、安全性。
最终将长二F火箭的可
靠性从指标要求的0.97
提升到0.9894。逃逸系
统改进后，火箭安全性
评估值从0.997提高到
0.99996这一国际先进
水平。

专 家 解 释 了 小 数
点 后 这 一 串 数 字 的 意
义：“就目前的技术状
态，长二F火箭需要发
射10万次，才会有4次
逃逸失败，平均1万次
发射，还不到一次逃逸
失败的情况。在保障航
天员安全方面，它比‘
万无一失’的水平还要
高一些”。

据 介 绍 ， 在 空 间
站 在 轨 建 造 及 运 营 阶
段，假如空间站或飞船
出现较为严重的危险或
故障，地面必须快速发
射救援飞船把航天员接
回。根据空间站应急救
援 任 务 具 体 需 求 ， 长
二F火箭具备10天内及
20天内两种状态的应急
发射能力，能够快速发
射飞船将航天员安全接
回。因此，从此次发射
的长二F遥十二、遥十
三火箭起，长二F火箭
采取“发射1发、备份1
发”的“滚动备份”发
射模式。

未来几年，长二F
火箭还将继续以每年2
发的高频率执行发射任
务，在我国空间站在轨
建造、运营过程中担当

重任。

载人飞船

航 天 员 实 现 天 地
往返的生命之舟

神 舟 十 二 号 载 人
飞船是我国空间站任务
阶段第一艘载人飞船，
是载人空间站建设的重
中之重。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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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绍，飞船由轨道舱、返
回舱和推进舱构成，全
船共有14个分系统，是
航 天 员 实 现 天 地 往 返
的生命之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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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姿态轨道的控制。
此外，飞船上安装了由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
研制的微波雷达，实现
了测量、通信一体化设
计 ， 具 备 通 信 切 换 功
能，通过通信数据的交
互，实现匹配对接，导
引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
舱成功对接。

“ 神 舟 十 二 号 是
迄今为止功能最完整、
最完全的飞船，形象点
说，它已经完全实现载
人航天工程立项之初载
人飞船研制目标。”高
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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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神 舟 十 二 号 之
前，载人飞船都是从固
定的轨道返回地球。空
间站任务中，为满足长
期停靠期间每天都具备
返回能力的要求，神舟
团队对返回轨道策略及
制导算法进行了改进设
计，使载人飞船具备从
不同轨道高度返回的能
力，提高了载人飞船返
回适应性和可靠性。

神 舟 团 队 开 创 了
天地结合的应急救援任
务模式，即携带两艘飞
船进场，由一艘船作为
发射船的备份，作为遇
到突发情况时航天员的
生命救援之舟。根据系
统神舟队伍采用“滚动
待命”策略，在前一发
载人飞船发射时，后一
发载人飞船在发射场待
命，并具备8.5天应急
发射能力以实现太空救
援的能力。

空间站核心舱

舱 内 有 工 作 区 、
睡眠区、卫生区、就餐
区、医监医保区和锻炼
区

随着3名航天员进
入天和核心舱，空间站
核心舱实现首次开门迎
客。

核 心 舱 作 为 第 一
个发射的舱段，是空间
站名副其实的“核心”
，它是空间站的管理和
控制中心，也是航天员

在太空家园工作和生活
频率最高的地方。

进 驻 天 和 核 心 舱
后，3名航天员将执行
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
工作生活。

为 了 提 高 航 天 员
太空生活的舒适度，设
计师们为航天员预留了
相对充裕的生活环境，
舱内活动空间从天宫一
号的15立方米提升到了
110立方米，宽敞了很
多。

舱 内 根 据 功 能 做
了分区，分为工作区、
睡眠区、卫生区、就餐
区、医监医保区和锻炼
区等六大部分。其中，
锻 炼 区 配 备 有 太 空 跑
台、太空自行车，用于
航 天 员 日 常 锻 炼 。 此
外，科研人员还为航天
员打造了“大气再生控
制”“电解制氧”“水
处理”等技术先进、工
作可靠的太空“家居”
。

睡 得 好 也 得 吃 得
好。舱内为3名航天员
配置了120余种营养均
衡、品种丰富、口感良
好、长保质期的航天食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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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航 天 科 工 集
团 的 科 研 人 员 研 制 的
食品加热装置形似白色
方盒，内有3层加热空
间，安装在飞船内，可
定量对航天员的航天食
品和饮料进行加热，加
热温度、加热时间均可
控 制 ， 使 航 天 员 能 在
太空中吃到热乎乎的饭
菜。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