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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张宣 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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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兵器工业第214所苏州研发中心等江苏科
技力量，在护航“神舟问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航力量为航天员太空活动“保驾护航”。应航
天员中心、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委托，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科研团队参与研制“水下机械臂及其智能
控制系统”，创新性研制出国内首台10米级水下大
作业空间、高可靠性、高安全性水下机械臂，该系统
逼真地模拟了空间站出舱活动的机械臂转运以及定
点作业支持工况，是出舱活动任务工程实验验证和
航天员训练的重要保障。

在航天飞行过程中，面临失重、亚磁场、噪声、辐射
等特殊环境，航天员的健康状态对航天任务的完成有较
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长期飞行。南航科研团队聚焦航天
特因环境，关注脑功能和视觉健康，服务航天员健康。

为守护“神舟”问天，南航科研团队承担了一系列课
题。如承担“新一代载人火箭贮箱焊接变形控制研究”
相关课题，突破航天铝合金大尺寸复杂结构焊接过程形
性精准调控技术，助力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研制。

为保障“天宫”巡天，减少航天器对接过程中产
生的震动和撞击，南航科研团队研发了一套电磁阻
尼器高低温测试系统，测试空间环境下电磁阻尼器
的阻尼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测试系统目前已经
应用到多个神舟系列飞船任务中。

架起“天地间通讯桥梁”，中国电科55所研制配
套了多款微波模块、二极管等产品，再次护航载人航
天任务圆满完成。在此次任务中，55所发挥自身技
术优势，研制配套的多款微波模块、二极管等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飞船和运载火箭，支撑保障微波信号的
收发、变换与处理，在天地间架设起一条看不见的

“空间链路”，串联起天地通讯，在点火起飞及后续的
交会对接、自动撤离等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助力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完成既定任务。

在保障飞船与天和核心舱顺利对接过程中，中
国兵器工业第214所苏州研发中心提供的关键元器
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压力传感器通过测量
驱动机构在工作期间气体压力的变化，为飞行器的
驱动安全提供监测支撑，为对接后的开舱工作提供
坚实的安全保障；步进电机驱动电源电路用于载人
飞船的电源分系统，驱动步进电机，控制太阳能帆板
的姿态，精确调整太阳能帆板与太阳照射方向的相
对方位角，实现高效利用太阳能照射为飞船提供电
能，为对接工作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

□ 本报记者 张涛 赵一阳

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
升空，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天员出征太
空。在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00多公里的沛县
大屯街道朱大庄社区，朱杨柱的家人和乡亲们聚在
一起，观看飞船发射直播，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5、4、3、2、1，点火！”发射进入倒计时，大家一
起跟着直播画面倒数；当火箭启动点火程序，尾部喷
出橘红色火焰，现场沸腾了，大家挥舞着国旗，表达
激动之情。

“他从小就有一个飞天梦，今天终于圆梦，我感到
非常骄傲，可可（朱杨柱乳名）加油，中国加油！”朱杨柱
的父亲朱耿德昨晚只睡了两小时，当看到飞船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时，他激动得落下了眼泪。

当天一大早，朱杨柱的母亲周瑞侠就忙碌了起
来，招待赶来一起看直播的亲朋好友，她特意穿了一身
喜庆的红衣服：“可可在太空，希望他平安顺利，圆满完
成任务，凯旋之时，要给他包他最爱吃的猪肉馅饺子。”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也让
朱杨柱母校的老师学子倍感振奋。“学长是所有沛中
学子的榜样，我们要像他一样，踏踏实实走好每一
步，让梦想一直激励自己不断前行！”沛县中学学生
韩硕说，全校上下都为学长今天圆梦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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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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9
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
次载人飞行任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航天飞行工
程师和载荷专家常驻太空的时代已经到来。

内场直击发射到底有多震撼？江苏航天人如
何助力发射任务？近日，本报记者作为受邀媒体近
距离体验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过程。

太空之家
再迎“新成员”

这些江苏科技力量
护航“神舟问天”

5月30日上午，航天员朱杨柱的家人和乡亲们
聚在一起观看直播。 张俊哲 摄

“包他最爱吃的
猪肉馅饺子”

航天员景海鹏（右）、朱杨柱（中）、桂海潮在出征仪式上。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模拟器中。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张 宣

内场直击火箭发射

5月30日4时30分，记者来到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5时许，记者到达观礼
台，架起相机等待出征航天员们的到
来。6时40分，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景
海鹏、朱杨柱和桂海潮迈着稳健的步伐，
走出问天阁出征大厅，出现在圆梦园广
场上。“向航天员致敬！”“祖国和人民期
待你们载誉凯旋！”看到3位航天员出
征，圆梦园广场上欢送人群挥舞鲜花、国
旗、彩旗，大声呼喊，为他们祈福加油。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
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伴随着
乐曲《歌唱祖国》，现场民众用力挥动着
手中彩旗为航天英雄送行。

3位勇士身披白色战袍，迎着大漠
朝阳，缓步走向开往载人航天发射场的
专用车辆。在多辆摩托车的护送下，车
队穿过夹道欢送的人群，向5公里外的
载人发射塔架进发。

此时，中国空间站已做好各项准备，
进入交会对接轨道，等待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的到来。

晨光下，发射塔架由上至下徐徐打
开回转平台，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
舟十六号飞船离开塔架的怀抱。白色的
长征火箭耸立在蓝天与荒漠之间，直指
苍穹。火箭箭体上鲜红的五星红旗和

“中国航天CZ-2F”字样格外醒目。
9时31分，“……3、2、1，点火！”全

场观众跟着0号指挥员口令同声高喊。
刹那间，大地震颤，长征二号F火箭发出
巨大的轰鸣声，火箭托举着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直入云霄，飞向太空。

约10分钟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
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
看到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太高
兴了，航天员朱杨柱叔叔是我们江苏人，
我以后要好好锻炼和学习，成为像朱杨
柱叔叔一样的航
天人。”在发射现
场的无锡市大桥实
验小学学生朱恺言
倍感激动。

16时 29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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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6.5小时。18时22分，3名航天员从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同神舟十六
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师。

为航天梦奉献江苏智慧

发射任务成功后，本报记者应邀走
进离发射塔架不远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参观刚刚举行完庆功会的发射指
控大厅，偶遇到了在电视中耳熟能详的
中国航天界“大佬”，与两位江苏老乡搭
上了线。

指控大厅内几排电脑一字排开，屏
幕上写着“热烈祝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金色大字，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的各项指令就是从这个
大厅里发出的。

在指控大厅内，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发射任务的0号指挥员吴华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在神舟飞船发射前，指控大
厅中发出倒计时口令的人被称为“0
号”，“0号”是飞船发射过程中发射场的
最高调度员。“看似驾轻就熟，内心其实
很忐忑。”吴华坦言，发出倒计时口令不
是读秒那么简单，每次任务都不是上一
次的简单重复。“任何一个小环节、小问
题都会引起系统一系列反应，我们随时
要应对这些问题。既要保证产品的可靠
性，又要保证人员的安全性，更要适应各

种各样的气候条件，确保任务如期实
施。”

在中国空间站“硬核”筑梦的过程
中，从来不缺乏江苏人艰苦奋斗的身
影。火箭燃料加注专业高级工程师唐琰
是江苏南通人，作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行任务氧化剂加注工作人员，唐琰还是
有些兴奋与紧张。他形容这种经历就像
距离发射架不足百米的那棵“树坚强”，
尽管扎根在戈壁大漠、尽管经历数十次
火箭尾焰几百上千度高温的炙烤，但总
能伴随春的脚步抽出新芽。

易燃、易爆是燃料的典型特点，来到
中心已19年的唐琰表示“誓做火箭腾飞
最可靠的‘推进剂’”。“每次加注，都是一
场严峻考验。”唐琰告诉记者，所以每次燃
料加注都要万分仔细。从加注罐间到塔
上的所有管路，每一处他都要亲自检查。

来自江苏盱眙的阮晓雷，是位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学霸”，也是被航天员在
舱内展示国旗的画面所吸引，产生了对
酒泉的神往。“我的父亲曾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工作过。当年我选择去酒泉，父
亲是最支持我的一个。”阮晓雷告诉记
者，作为中心技术部工程师，他主要负责
航天器装测。“从任务进场到点火发射，
倾注满腔热血的发射任务成功了，那种
喜悦就像自己孩子被培养成才、考上大
学一样。”阮晓雷说，工作20年，每次任
务都有技术创新，他亲眼见证了祖国航
天事业的发展。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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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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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可靠、高安全”是载人火箭始终
不变的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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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团队重点围绕冗余度提
升和工艺改进，持续提升火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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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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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酒泉5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