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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后，采

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 6 次自主

变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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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航天员随后从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从而开启 6 个月

的太空之旅。神舟十四号也是神舟系列

飞船第九次执行载人航天任务。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神舟十四号任务意义重大。2022

年是空间站全面建成投入运营之年。按

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为标志，中国空间站已

通过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两次载人飞

行等任务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

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计划 2022 年全

面建成。

服务神舟十四号任务的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已于 5 月 10 日发射成功。接下来的

半年里，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轨迎

来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进行小机

械臂在轨验证、大小机械臂在轨验证、利

用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进行出舱活动验证

和舱外载荷安装等建造工作。神舟十四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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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也将在太空

“出差”近 6 个月后，迎来神舟十五号航天

员乘组访问并完成轮换。神舟十四号、十

五号将共同遨游太空，首次实现两艘载人

飞船同时在轨。届时，6 名中国航天员将

首 次 实 现 共 同 在 轨 驻 留 ，在 遥 远 的 太 空

中，他们将一起把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

建设得“更温馨、更舒适”。

空间站将迎来哪些变化？
完成三舱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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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 F 遥十四运载火箭，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和 3 名中国航天员送入太

空。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任务转入建造阶段后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正式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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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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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创下多个“首次”，包括将在太空迎来神舟十五号飞船对接空间站，首次实现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在

轨；神舟十四号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同时在轨驻留，首次实现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等。

今年计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长二 F
火箭执行两次载人飞行任务，即神舟十四

号和神舟十五号发射任务。自执行神舟

十 二 号 任 务 起 ，长 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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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射的长二 F 遥十四火箭，就是神舟十

三号任务的应急救援火箭。与应急值班

“站岗”3 个月的长二 F 遥十三火箭相比，长

二 F 遥十四火箭“站岗”时长翻倍。如果从

2021 年 8 月 17 日“吊装起竖”算起，再加上

发射准备时间，其竖立时间长达近 10 个

月，这也刷新了此前长二 F 遥十三火箭创

下的站立 6 个多月的纪录，是迄今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竖立时间最长的一枚。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

箭，高可靠、高安全、高适应性是长二 F 火

箭始终不变、摆在首位的目标，研制团队

持续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使火箭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再上新台阶。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长二 F 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

权介绍，目前，长二 F 火箭的可靠性评估值

达到 0.9894，安全性评估值达到 0.99996 这

一国际先进水平。

30 年间，长二 F 火箭全程参与了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自

1999 年首飞迄今，已成功发射 14 艘神舟飞

船和 2 个空间实验室，其中包括 9 次载人发

射任务，成功率 100%。空间站完成在轨建

造以后，将转入为期 10 年以上的应用与发

展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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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站运营过程中担纲重任。

“神箭”何以护神舟？
长二F火箭可靠性和安全性再上新台阶

执行发射任务前，除了作为执行空间

站建造任务的关键飞船，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还有一个身份——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的应急救援飞船。

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为了确保任务

顺利展开与航天员绝对安全，神舟飞船要

具 备 天 地 结 合 、多 重 保 证 的 应 急 救 援 能

力 。 为 此 ，研 制 人 员 采 用“ 滚 动 待 命 ”策

略，在前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时，后一艘载

人飞船在发射场待命，并具备 8.5 天应急

发射能力的太空救援能力。因此，从进入

发射场并完成待命状态设置以来，神舟十

四号飞船在发射场待命已达 7 个月，创下

了最长待命时间纪录。

为确保飞船状态满足条件，神舟十四

号待命期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科技

人员首次开展“北京—酒泉”远程发射场

巡检工作，确认了飞船状态满足应急发射

条件，验证了“一船发射、一船待命”的滚

动备份模式有效，有力支撑神舟飞船“一

年两艘”常态化发射的需要，为后续该模

式的持续应用奠定了基础。

为完成神舟十四号任务，科技人员采

用了多项技术和产品来保驾护航。为顺

利实现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 25 所研制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

作为关键测量敏感器，继续承担中远距离

空间飞行器间距离、速度、角度等相对运

动参数的精确测量任务，助力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

与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不同，神

舟十四号飞船在轨期间，飞船将经历复杂

而严酷的在轨环境考验。尤其是在空间

站组装和建造过程中，由于飞船在径向对

接口停靠，将会被 3 个巨型舱体及其超大

柔 性 太 阳 电 池 翼 遮 挡 ，给 飞 船 的 发 电 能

力、舱外设备热控能力、通信保障能力带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 811 所神舟飞船电源分系统主任设计

师钟丹华介绍，在轨运行期间，最复杂的

时候，停靠在径向对接口的神舟十四号将

依次被 5 个飞行器遮挡，太阳能帆板发电

因组合体遮挡受到较大影响。为此，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设计师提前识别了空

间站建造阶段各种飞行工况可能带来的

技术风险，通过地面和太空的测试验证，

解决了由于遮挡造成的神舟十四号飞船

能源供需平衡难题。

“神十四”面临多少挑战？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复杂在轨环境等都是考验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表示，神舟十

二号和神舟十三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

在轨验证，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要完成空

间站在轨组装和建造，包括将完成问天实

验舱和梦天实验舱这两个舱段的载人环境

建立和十几个科学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

计划做 2 至 3 次的出舱活动，包括首次利用

气闸舱和小机械臂进行出舱。“可以说，长

达 6 个月的飞行，任务更重、难题更多、挑

战更大，为此我们准备了两年半的时间，做

了大量的工作。我坚信，有全国人民的大

力支持，有全体科研人员的保驾护航，有科

学扎实的训练准备，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

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表现，坚决

完成任务。”陈冬说。

“这次任务期间，空间站由单舱组建

成 三 舱 三 船 构 型 ，其 间 要 经 历 9 种 组 合

体 构 型 ，实 施 5 次 交 会 对 接 、3 次 分 离 撤

离和 2 次转位任务，同时还要完成 3 个实

验 舱 大 量 的 科 学 实 验 ，开 展 科 普 和 公 益

活 动 等 等 。”神 舟 十 四 号 航 天 员 刘 洋 介

绍，舱段、实验、设备更多，对航天员的身

体、心理、知识、储备、技能方方面面都提

出更高要求。

“三舱结构的空间站更宽敞、更舒适，

但需要照料、管理的东西也更多。”首次飞

天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说，三舱结

构的空间组合体，系统更加复杂，出现故障

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航天员需要具备强

大的维修能力。“我们也向神舟十二号、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们取经。比如，他们建议，

入轨初期，由于人体要适应失重环境，工作

就 不 能 安 排 太 多 ，不 能 安 排 太 精 细 的 操

作。”蔡旭哲说。

根据任务要求和三人特点，航天员乘

组进行了分工。陈冬是指令长，主要负责

抓总和出舱活动，刘洋负责物资管理和机

械臂操作，蔡旭哲主要负责环控设备运行

与维修。

航天员要完成什么任务？
经历9种组合体构型，计划做2至 3次出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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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逐梦深空R

■新语R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与预告的发射时间完全一致，

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直上云霄，

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迎来第三批航天员入驻，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乘组自此开启长达半年的空间站生活。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

载人飞行任务，将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建成

国家太空实验室。这意味着，历经 30 年，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即将迎来空间站建成时刻，完成几代航天人的

梦想。这也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首次“组队”飞行，陈

冬、刘洋圆了再度进入太空的愿望，而蔡旭哲则是经历

12 年的苦练和准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想。仰

望星空，有谁不会为头顶上的“太空家园”感到自豪和

骄傲？有谁不对航天员们在太空的神奇体验向往和艳

羡呢？

如同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指令长陈冬在出发前所

说，“在载人航天事业 30 周年之际，我们将亲身经历中

国太空家园的竣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更是多么的幸

福。”奋力追梦的人之所以让人崇敬，是因为梦想往往

就是奋斗的同名词，梦想的味道往往就是奋斗的味

道。建造中国空间站，是几代中国航天人的梦想。一

代又一代航天人奋力拼搏、接续奋斗，不断刷新中国高

度、创造中国奇迹，为空间站梦想铺展了一个个向上攀

登的台阶。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飞了 16 次，神舟飞船

飞了 14 艘，航天员飞了 9 趟，逐梦 30 年间的创新攻关

和不懈努力，造就了筑梦太空的坚实底座和底气。

无论是航天员的飞天梦想，还是航天人的空间站

梦想，都是一场无数人参与其中的接力赛。航天员飞

天背后，是万千航天人的托举，是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

综合实力的支撑；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每一次登高，都

被亿万中国人牵挂和支持。航天员刘洋讲过一个小故

事，航天员大队曾收到一封特殊来信，来信者名叫方国

俊，是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选拔出来的航天员预备人选

之一。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薄弱，难以

支撑起载人航天这个庞大工程，飞天成了方国俊一生

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信中说：“你们是幸运的，赶上

了好时代，我为你们骄傲，更为伟大祖国骄傲！”或许，

正是读懂了这封信，航天员们总会说，“我们带着祖国

和人民的期盼圆梦太空”。可以想象，当中国空间站经

过人们头顶的天空，虽然相隔很远，无法相拥，但这种

“相逢”何尝不是梦想的交会和相逢。

航天梦，中国梦，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向着梦想

不断远航。对中国航天来说，空间站只是飞向更深更

远宇宙的一个必经坐标。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中国人

探索太空的脚步将迈得更稳更远，这也将激励着星空

下的人们追梦不止、奋斗不息。

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余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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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中国空间站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