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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安全性不断提高

长二 F 火箭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型载人运
载火箭。从立项研制到如今第 7 次载人飞
行，长二F已经陪伴中国航天29个春秋。

长二 F 火箭为何能够担当如此重任？强
大的安全性是重要因素。荆木春说，长二 F
火箭上有两名“医生”——逃逸救生系统
和故障检测系统。在两个系统的相互配合
下，执行神舟十二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可靠性、安全性方面进
一步提高。

作 为 专 门 为 航 天 员 逃 逸 而 研 制 的 系
统，两名“医生”各有所长。逃逸系统在
运载火箭抛整流罩前发生重大危险、威胁
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时，负责使航天员脱
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返回着陆提供必要
条件。故障检测处理系统则负责检测火箭
的重要参数、判断火箭故障，在出现故障
时向有关系统发出逃逸指令和终止飞行指
令，并在逃逸时完成逃逸飞行器的时序控
制等任务。

逃逸系统发挥作用，离不开逃逸塔装
置。“逃逸塔是载人火箭的标志，有逃逸塔的
火箭才能执行载人航天任务。”长二F火箭前
任总指挥刘宇说。

所谓逃逸塔，是指位于火箭顶部、像避
雷针似的巨大装置。在火箭起飞前15分钟到
起飞后 120 秒，火箭一旦出现问题，逃逸塔
上的发动机就会立刻启动，让飞船的轨道舱
和返回舱与火箭分离，并降落在安全地带，
第一时间帮助飞船上的航天员脱离险境。

即便拥有多项技术的加持，这座航天
员的“生命塔”也不会轻易启用。“逃逸塔

的研制凝结着几代航天人的心血，但永远
不让这个功能启用是每个航天人的心愿。”
刘宇说。

身轻如燕，却力大无穷——这是长二 F
火箭作为载人航天器的专属火箭的独特设
计。长二 F 遥十二火箭高达 58.3 米，相当于
20 层楼，起飞推力约 600 吨。火箭全身上下
90%的重量来自于其携带的燃料。

为了多装燃料、将神舟十二号和航天员
送到“太空之家”，火箭本身的重量要足够
轻。为此，长二 F 遥十二火箭有的外壳厚度
仅有1.5毫米，相当于玻璃杯杯壁的厚度。

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此次执行载人飞
行的长二 F 遥十二运载火箭航天员安全性评
估结果为 0.99996。“为了确保任务成功、安
全，只要能换来百分之零点零几，甚至是零
点零零几的指标提升，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
都是值得的。”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
运载火箭副总师刘烽说。

几代“火箭人”创造历史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载人运载火箭进入设计阶段。自那时起，荆
木春就一直跟着火箭走，从方案论证、研制
生产到综合测试、发射试验……20 多年来，
他和同事一起参与、见证和创造了中国载人
航天的历史。

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荆木春被选为长
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故障检测处理系统的研制
人员。那时，中国搞载人航天是第一次，搞
载人航天运载火箭故障检测处理技术、故障
检测处理系统更是第一次，涉及多项难题。
为了学习研究，荆木春和同事奔波在图书
馆、大学和资料室，一去就是一整天，晚上

常常加班到深夜。
当时，荆木春和同事可参考的技术资料

非常有限，能查到内容也多是一些公开的
“大路货”，具体方案的实现完全要靠自己，
在探索中研究解决。

为此，在方案论证阶段，荆木春几乎天
天加班熬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可行性报告分析。随后，荆木春和同事结合
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实际情况，一次次修正、
复核、改进，最终形成了故障诊断和逃逸途
径的雏形，为中国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6 年，荆木春接任长二 F 火箭总设计
师。2008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拉开
帷幕。为了满足这一阶段的发射任务需求，
荆木春带领团队对长二 F 火箭迭代升级，进
行了 100 多项各种技术状态的更改，其中有
多项关键技术在国内火箭研制史上首次应
用。2014 年，荆木春走上了长二 F 火箭总指
挥的岗位，圆满完成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为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第二步画上了圆满句号。

如今，只要拿起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技术
与管理文集，荆木春都会想起与火箭一起
走过的历程。“做个‘火箭人’其实最有成
就感。你想，将来看着满天的‘星星’，都
是你做的火箭发射上去的，那感觉真是挺
好的！”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有了“容易”，火箭发射更容易了——神
舟十二号发射成功后，现任长二 F 火箭总设
计师容易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在一次招生宣讲上，还在读高中的容易

对航天产生了兴趣。2006年，她进入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工作。2009年，刚过不惑之年的
容易便挑起了长二 F 火箭故障检测逃逸总体
设计的重任。

故障检测和逃逸两大系统是保障航天员
生命安全的“保险绳”。作为一名航天新人，
容易不停地啃书本、做笔记，在短时间内掌
握了核心知识，完善了整流罩分离失效故障
模式的判别方法，提出了姿态角信息出现异
常情况下的判据处理方法，大大提高了故障
判断的准确率。

2012 年 6 月 16 日，神舟九号飞船发射，
刘洋等 3 位航天员搭乘运载火箭进入太空，
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首次女航天员成功飞
天。看到航天员进入自己参与设计的火箭，
成功进入太空的场景，容易热泪盈眶。

“那一刻，航天员的生命就寄托在我们身
上。我真正意识到‘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给航天员的承诺。”
容易说。

今年，中国空间站建设任务拉开帷幕。
时隔5年，再度出征的长二F火箭进行了多项
技术改进——109 项技术状态更改中，有 70
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尽管这些改进主要
是为了消除薄弱环节，不涉及重大技术状态
变化，但容易及其团队不放过任何一个薄弱
点，确保发射安全顺利。

和以往的发射不同，长二 F 遥十二和遥
十三火箭此次同时进场总装和测试。长二 F
遥十二火箭发射后，长二 F 遥十三火箭将在
厂房就位，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发射神
舟十三号飞船，以应对需要救援的情况，将
航天员接回地面。

容易说，应急发射待命状态将持续 3 个
月，试验队员将采取24小时三班倒的方式进

行火箭总测，直到航天员顺利返回地球。
时至今日，容易已经 7 次参与了载人航

天工程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发射任务，其
中3次担任发射现场火箭指挥、1次担任火箭
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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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
说，自己幸运地赶上了中国航天的高速发展
期，拥有广阔的平台为国争光。载人航天工
程任务的成功，是她心中最重的褒奖。

从“神一”到“神十二” 长征火箭为生命护航为生命护航

揭秘中国载人航天天““神箭神箭””
刘 峣 董佳莹

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入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
杨洪波的太空之旅牵动人心。如今，中国载人航天已圆满完成第一步、第二步的既定
任务，正向着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的第三步目标前进。

从1999年发射神舟一号，到今年发射神舟十二号，一支“神箭”功不可没——长
征二号F系列火箭。

“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长征二号F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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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F火箭总指挥荆木春说。

为载人飞船发射和航天员的生命护航，长二F火箭战无不胜的背后，凝聚着几代
中国航天人的智慧与奉献。

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⑤

新华社发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是未成年人学习、社
交、娱乐的重要场景，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是未成
年人的重要权利。新修订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
突出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

笔者认为，短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
是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未
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优先保护。

“青少年模式”源于政策的推动。2019年，国
家网信办指导组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试点“青少年模式”，并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平
台全面推广。这一模式旨在通过优质内容赋能未
成年人发展，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用网环境和
健康、有益的短视频内容，从源头上预防网络不
良信息对未成年人发展的伤害。

在内容上，一些短视频平台在“青少年模
式”中设有合集功能，避免未成年人碎片化地获
取杂乱信息，注重创意性的传播设计和趣味性的
知识呈现；在时间管理方面，“青少年模式”设有
时长限制，预防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实现
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权、娱乐权和休息权等权利保
障的动态平衡；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青少年模
式”下的视频发布、私信沟通等功能被限制，可
以有效预防未成年用户发布带有个人信息的视
频，预防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泄露。

短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不仅要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良信息的伤害，更要赋能未
成年人的发展。目前，“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
内容存在丰富度和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未成年人
及其监护人主动启用“青少年模式”的比例不
高。为此，短视频平台应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的差异化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开发建构有梯度
的、螺旋上升的内容，设置匹配度更高的短视频
内容或专门为未成年人定制精彩内容，激发未成
年人自主开启保护模式的动力。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还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建设水平参差不齐。行业
协会可牵头制定“青少年模式”可操作性评价标
准，确定统一规则，推动“青少年模式”良性运作。同时，对于如何精
准识别未成年人身份、如何推送等核心要素，宜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科
学、客观评估。

“青少年模式”属于技术保护范畴，其作用的发挥需要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有效监护。在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事件
中，监护人缺位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注
重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

（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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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来到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国
科学技术馆，参观

“天和核心舱”结构
验证件实物，了解中
国空间站相关知识。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科技馆里
看“天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
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
转运至发射区。 汪江波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征
二号二号FF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正在
转运至发射区转运至发射区。。 汪江波汪江波摄摄

在科技创新引领下，颠覆想象新“视界”，
正悄然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近日，在安
徽合肥举行的 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上，一批
更智能、更科技、更无界的前沿显示产品和应
用登台亮相。

副驾驶座上约20英寸大屏幕播放足球赛、车
前方的智能交互大灯显示行人先行的提示……
在高合汽车展台，工作人员向观众展示着车载显
示的智能化座舱应用场景。为驾驶员准备的抬头
显示功能，可以将行驶速度、导航等信息投射在
挡风玻璃前方，让司机不用转头、低头就能了解
驾驶必要信息。

“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显示应用 无处不
在’板块，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慧生活等场

景展现最新应用。”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电子
信息处处长蒋晨捷说，显示产业新应用正悄然
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借助无触摸医
疗自助机，用手指点点空气就能“不留痕迹”
挂号缴费。

在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台，多款高
科技柔性显示产品中，一块像纸一样可自由卷
曲折叠的柔性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柔性 OLED显示模组，卷曲半径仅为
5毫米，比去年参展时减少了2毫米。”公司品牌
中心主管尹路星说，“别小看这 2毫米，它代表
着技术水平的跨越提升，柔性屏越柔，应用场
景就越广。”目前，柔性屏正逐渐扩展至智能网
联汽车、智能家居等领域。

新产品、新技术加速发展，是中国新型显示
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突出体现。在下游应
用的带动下，8K超高清、窄边框、全面屏、曲面屏
等新型产品层出不穷，AMOLED、激光显示、微显
示、电子纸等各类显示技术百花齐放，研发投入
不断加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深耕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的科大讯飞，这
次展示了用于会议场景的讯飞听见智慧屏。这
块屏幕集成了投影、白板书写、语音识别、云
端会议、会议记录自动生成等多种功能。展台
工作人员说，显示产业与其他产业对接合作已
逐渐成为主流，未来新型显示和人工智能将无
处不在。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在开幕式
上介绍，在关键领域创新突破上，新型显示产
品与 5G 通信、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物联网等新型产业加速融合创新，在汽
车电子、远程医疗、工业控制等领域取得丰硕
成果，形成了行业增长新动能。

据新华社电

一块屏幕背后的新“视界”

中国显示产业加速创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