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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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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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升空，成功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顺
利送入太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开启。由此，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
航天员，开启了为期约5个月的太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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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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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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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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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
成功

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入轨后，于5月30
日16时29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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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
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从飞
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

完美
对接

5月30日18时22
分，神舟十五号乘组
打开“家门”，欢迎远
道而来的神舟十六号
乘组入驻“天宫”。随
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
下“全家福”。后续，两
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
间站进行在轨轮换。6
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
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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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
载荷专家首次齐登场

全新三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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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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分钟后，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新华社发

与月球有约
首展国际绘画作品计划2030年前登月

看点3

火箭飞船“再升级”
交会对接“有难度”

重量级对接

5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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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时，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就处于应急救援待命
状态。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
统总体主任设计师高旭介绍说，飞船系
统已经具备了8.5天应急发射的能力，
如果执行任务的飞船遇到紧急情况，待
命飞船可以很快升空接替工作。

天

为更好满足航天员长期在
轨驻留的需求，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行任务在保障方面也进行了
优化和改进。食品种类已增至
150多种，同时优化了食品组
合方式，根据航天员的个人饮食
习惯配备了一些个性化食品。

多种

这是航天员景海鹏（中）、朱杨柱（右）、
桂海潮在出征仪式上。 新华社发

5月30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拍摄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
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
端口的画面。 新华社发

四川智慧
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5月30日在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与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乘组拍下
“全家福”的画
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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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主要任务还有哪些？林西强从“应用”与

“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在应用方面，为促进我国空间科学、

空间应用、空间技术全面发展，将充分利
用空间站目前已配置的舱内实验柜和舱
外载荷，以及巡天空间望远镜等设施设
备，滚动实施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
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
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4个专业领域近千
项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开展较大规模

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在发展方面，为进一步提升工程近地轨

道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将统筹载人月球探
测任务，研制可重复使用的新一代近地载
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近地载人飞船。为进
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为航天员的工作
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将适时发射扩展舱
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字型升级为

“十”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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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功发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四
川智慧”的支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七
研究院（简称“航天科技七院”）除了久经
考验的点火器、起爆器、爆炸螺栓、火药装
药、点火药盒、固体小火箭和非电传爆类
等火工品再出征，还设计生产了主要用于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前发射系统故
障检测的系统，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航天科技七院692厂承担了长征二号F
遥十六运载火箭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30
余种共计500余发火工品的研制生产工作。

在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发射任
务过程中，692厂配套火工品占全箭火工品
的90%以上，主要起到发动机点火、助推器
分离、级间分离、整流罩分离、船箭分离、逃
逸分离等作用；在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过
程中，公司配套火工品占全船火工品的
80%，主要起到返回舱与轨道舱的分离、回
收着落各时序动作点火等作用。

参与此次发射任务的还有航天科技
七院7105厂设计生产的故障检测处理系
统，主要用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前
发射系统的故障检测。

故障检测处理系统是整个发射系统
的核心。由于神舟十六号发射采用新的故
障检测系统，所以7105厂对所有控制台、继
电器、单板都进行了重新设计，从下达任务
书到设计图纸全部完成，总体只给了两个
月时间。在这两个月时间里，1个手动控制
台和2个继电控制组合，由先前的立式改为
卧式，电源不同，继电器不同，单板也不同，
图纸100多页，其中A0图纸就有10多张，线
路和结构图纸200多张，都得重新设计。

设计人员最大的工作量还是测试。
一个继电控制组合有100多个不同种类的
继电器，一个继电器测试点就达10个，每
台设备有几百个测试点，每个点都得手工
做输入和输出测试。“在设计工作中，设计
并不是难点，最困难的是责任心带来的压
力。要确保每一路导通，要确保故障检测
万无一失。”主管设计师龚张侠说。

此次发射任务中，在测控通信系统、
运载火箭系统以及发射场系统中，都能看
到位于成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研究所（简称“十所”）的智慧。

在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上，十
所外测应答机等设备与地面系统协同完
成火箭飞行的测速、定位，对运载火箭全
程实时航迹测量，并判断飞行是否正常，
直到箭船分离，提供精准的外测数据，承
担着运载火箭“眼睛”的功能。

十所牵头研制的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
统，构建了新一代综合化测控系统，负责对
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神舟十六号等
航天器进行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和数据传
输。十所承研的天链二号03星地面终端站
则是本次发射任务的主力测控站。

十所为各系统配置的时统设备担任
着“时间指挥官”的角色，以3000年不差1
秒的精度，为分散在各地的用户设备进行

“精准同步”，提供标准时间和频率信号。

聚焦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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