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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山海，眼有星辰。浩瀚太空再
度迎来中国人逐梦苍穹的身影。

6月5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航
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顺利送入太空，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发射告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入轨后，采取
径向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同空间站组
合体对接，经过6次自主变轨，于北京时
间2022年6月5日17时42分，成功对接
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
历时约7小时。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在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
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序完成
各项准备后，航天员陈冬成功开启天和
核心舱舱门，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
20时50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依
次全部进入天和核心舱，正式开启6个
月的太空之旅。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及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
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
轨轮换，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
这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神舟十四号飞
行乘组又肩负哪些使命？

出征
“神箭”再创新纪录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
十四运载火箭，站立时长达到近10个
月，刷新了此前遥十三火箭站立6个多
月的纪录。

为何火箭发射升空前要“站”这么
久？专家告诉记者，自执行神舟十二号飞
行任务起，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采取“发
射1发、备份1发”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
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双保险”。

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
火箭，就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应急
救援火箭。随着4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
行乘组成功返回，遥十四火箭也结束了
应急救援值班任务，由应急状态转入正
常任务状态。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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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载
人航天的历史上，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执行了从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飞船
和目标飞行器的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
达到100%，被誉为中国神箭。”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消除

薄弱环节，研制人员不断进行技术改
进。

“这就好比考试成绩要从90分提高
到91分，甚至91.1分，哪怕是0.1分的
提升，背后的工作也并不少。”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体
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为此，研制团队不仅提前对长期竖
立状态下火箭诸如火工品承载能力、螺
栓预紧力等开展了专门的试验验证，并
且保证火箭竖立时的温湿度等环境条
件，还会在火箭转入正常任务状态后对
箭上螺栓拧紧力矩、密封产品的密封性
等进行复测。

遥十四火箭发射准备期间，型号团
队还需同步开展遥十五火箭的装配和
测试等，完成应急救援状态的设置。

“通过去年两次任务探索实施流程
并行与优化，今年发射的准备时间有望
进一步缩短。”常武权说。

目标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2022年
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
为标志，中国空间站已圆满完成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任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将
于2022年下半年全面建成。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
段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3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以
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
进行在轨轮换，于12月返回地球。

此次出征的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堪
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他们肩负着完
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重要使命。

“在长达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
要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括9种
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
离，2次转位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
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
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其中，问天实验
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梦天实
验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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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
建造期的关键一战，困难更多、挑战更大。

细节
航天员太空衣食住行不断改进

据黄伟芬介绍，神舟十四号3名航
天员共性是特别认真，非常细致，爱学习
爱钻研，很有团队精神，相容性都很好。

“他们三个也有不同的特点，陈冬作
为指令长，特别自信，处事很果敢，雷厉
风行。经常会在训练和实验中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刘洋非常有亲和力，语
言表达能力很强。蔡旭哲很聪明，领悟
能力比较强，对新事物新知识接受速度
比较快。”黄伟芬说。

此外，据黄伟芬介绍，从2017年 3
月开始，训练全面转向为空间站建设任
务做准备。有一些训练是共性的，在八
大类百余科目训练的基础上，针对神舟
十四号任务的新特点、新任务、新状态、
新变化进行了重点强化训练，聚焦关键
任务进行训练，如低压环境出舱活动训
练，出舱活动程序模拟器训练，利用虚拟
现实训练器和机械臂操作训练台来进行
协同训练和演练，使航天员熟练掌握出
舱活动的技能。还有就是就聚焦风险进
行针对性训练，因为随着空间站的建成，
组合体越来越复杂，飞行时间也很长，出
问题的概率会增加。针对这些风险，我
们要进行应急和故障处置的训练，如通
过推演故障预案学习、实操训练和演练，
对应急故障处置能力进行了强化训练，
使航天员在出现这些紧急应急工况时，
能够沉着、冷静、有效地进行处置。

黄伟芬还表示，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
住行将不断改进，比如，这次的食品中增
加了提子，因为提子吃起来比较方便，汁
水不是特别多，肉质也比较密实。把它洗
干净了，就可以吃下去。我们从神舟十三
号开始，给航天员提供了个性化的服装，
神舟十四号也是如此。 据新华社

6月5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航天员陈冬（中）、
刘洋（右）、蔡旭哲向全国人民敬礼的画面。 新华社发

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
神舟十四号乘组任务复杂艰巨

在长达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要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

括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进行状态监视，必要的时候实施手控操作进行交

会对接；还要首次进驻问天舱和梦天舱两个实验舱来完成载人环
境的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要首次利用气闸舱进行出舱活动，还要进
行太空授课，开展一些其他的空间教育活动及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