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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健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峰

封面新闻 年度人物盘点

“5、4、3、2、1，点火。”“点火！”
2022年10月31日15时37分23秒，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控制系统指挥员尹景波在接过“01”指挥员廖国瑞的指令

后，向发射测试控制台的操作手下达了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最后的“点火”口令。稍过几秒，“长五B遥四”在发射塔
架上腾空而起，直刺云霄。约8分钟后，梦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至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与天宫空间站对接，经历11次发射的天宫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距
离地表近400公里的天宇间，从此有了中国航天员不间断驻留。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从神话一步步变为现实。

特别报道

火箭“神经中枢”背后的航天人

尹景波：从“金手指”到“120”指挥员
2022年11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见到尹景波
时，他正佩戴着梦天任务的臂章，准备着梦
天任务的发射后总结，即将参加天舟五号
任务的发射前演练。“梦天舱和天舟五号两
个任务周期高度重合，有近90天并行。我
经常上午在‘长五’，下午就要去准备‘长七’，
甚至上午就要两边跑，有时还要加班到通
宵，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问天、梦天之外，尹景波也是2021年
天和核心舱发射前最后口令的下达者。两
年间，他见证了空间站的顺利建成。尹景
波表示，相比之下，文昌发射场2022年的任
务更为密集、更为艰巨，是有史以来最拼的
一年。“空间站的任务太重要了，三个舱段
都没有备份，每一次发射都不容闪失。梦
天和问天更是零窗口发射，难度也更大。”

410余条处置措施
保障“零窗口”发射

“01”指挥员是文昌发射场执行发
射任务的总指挥。尹景波的通讯代号是

“120”，是“01”之外，在最后倒计时中发
令最多的指挥员。执行发射任务时，尹
景波要把团队内前后端掌握的情况作出
及时判断，向“01”汇报，也要将“01”的口
令下达到团队内，及时执行。“航天没有
什么捷径，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很枯燥的，
每次发射，都需要前期不断地积累和准
备，所有的准备，最终都汇集到发射日点
火的一瞬间。”尹景波说。

问天、梦天发射任务的“01”指挥员
廖国瑞介绍，一般情况下任务的发射窗
口往往有多个时间段，但在问天、梦天任
务中，为了避免在轨空间站需要耗费巨
大代价调整轨道，均需要火箭执行发射
时间和预定点火时间偏差不能超过1秒
的“零窗口”发射。因为发射窗口稍纵即
逝，这对火箭和发射场系统的可靠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

在“零窗口”的发射要求下，尹景波
带领的火箭控制系统团队，承担着火箭
仪器设备的测试和发射工作、控制火箭
按预定弹道飞行、准确入轨的工作，正是
确保火箭准时发射的关键一环。

从火箭到场第一天起，尹景波就和
团队反复细化发射前流程，将相关程序
精确到分钟，发射前10分钟工作精确到
秒。“我们要确保发射前每一项操作都精
细，每一个节点都精准。”尹景波说。

针对可能出现的故障，尹景波和团队
还设定了190多个可能出现的故障模式，
制定了410余条处置措施。文昌发射场
从总装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有一段直线
距离约3公里的转运轨道。轨道一侧，竖
立着16个红色大字：“严肃认真、周到细
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2022年，尹景
波和团队用行动，践行了这一制胜格言。

熟知千余项参数
成为“120”指挥员

尹景波，33岁，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
县人，2012年从西安交大硕士毕业后就

职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神舟五号飞
天，是我的航天梦的开始，毕业时得知有
机会来发射场工作时，我坚决选择了离
火箭发射最近的地方。”尹景波说。

尹景波来到文昌发射场时，正是发
射场的建设期。他先后参与发射场设备
系统、控制系统软硬件建设，参加了长征
五号遥一的首飞任务，长征五号B遥一
的首飞任务，长征五号遥三的复飞任
务。2019年在长征五号遥四发射天问
一号、长征五号遥五发射嫦娥五号任务
中，均担任控制系统发控台操作手，按下

“点火”指令，2021年在天和核心舱任务
中成为控制系统指挥。

发控台操作手在文昌发射场又被称
为“金手指”。 尹景波表示，“‘金手指’
按下点火按钮，这是地面对火箭的最后
一条指令，在发射任务中尤为重要。成
为‘金手指’，是发射场每一名科技人员
的梦想。要成为控制系统指挥，‘金手指’
是必过的一关。”

尹景波解释道，不要以为“金手指”
只需按下点火按钮，这个岗位在工作期
间要面对超百种参数、上百个操作按钮，
每一个按钮按下去都在反馈不同的状
态。整个发射任务期间，都要全程关注

这些参数的变化，并判读参数是否正
常。发控台上每个按钮和参数的意义，
尹景波都已背下。

成为文昌发射场五位“金手指”中的
第三位，尹景波从参与培训到上岗用了
近3年。控制系统任务负责人于鹏表
示，“景波的成长已经是很快的了。”

从“金手指”到“120”指挥员，尹景波
需要掌握更复杂的技能。“基本要把控制
系统的每个岗位都能拿下。我和团队现
在关注的状态已有数百个、参数上千项。”
尹景波说：“控制系统是火箭发射过程中
学科交叉最多的一个系统，既涉及发射场
又涉及火箭，我还有更多知识需要学习。”

尹景波的工作牌上贴满了其参与过
的任务标识，“这个标识是参与任务很好
的纪念，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中国的航
天事业也越来越强。”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能见证和参与我们国家从一个航天
大国成为航天强国，我感到非常荣幸。”
尹景波说。

新闻多一点

文昌发射场
“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
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
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
引领性工程。从天和核心舱飞
向苍穹那一刻起，不到两年时
间，文昌发射场顺利将空间站3
个舱段与 4 艘天舟飞船送入太
空，为中国空间站的建造作出重
要贡献。文昌航天发射场，因此
被称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

2022年，在问天实验舱、梦
天实验舱、天舟五号3次航天发
射任务中，文昌发射场接连实
现“零窗口”发射。“上午下单发
货，中午就签收。”11 月 12 日，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出征。从发
射到成功对接空间站组合体，
天舟五号仅用2小时，创造了人
类航天器最快交会对接纪录。

发射场建成以来，一项项科
研成果见证着文昌航天人追寻
科技创新的脚步：

攻克低温推进剂大流量加
注、煤油液氮降温等关键技术；
解决中大型液体火箭并行测试
发射、设施设备适应“高温高湿
高盐雾”环境等现实难题……

近年来，文昌发射场一年发
射火箭从 3 到 4 枚提升至 6 到 8
枚，发射火箭型号从2型拓展到
6 型，缩短了火箭测试发射周
期。目前，发射场形成了新一代
大推力运载火箭高密度发射能
力，实现了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从 10 吨到 25 吨、地球同步轨
道运载能力从 5.5 吨到 14 吨的
巨大飞跃，大幅提升了我国进入
太空的能力。

据解放军报2022年10月31日15时37分，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
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 新华社 发

天和核心舱任务控制系统誓师动员。
（文昌航天发射场供图）

尹景波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杨峰 摄 尹景波和于鹏在测试大厅讨论问题。
（文昌航天发射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