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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于 ! 月中旬

择机发射神舟十号飞船，"名航天员

将再次访问天宫一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近日发布的这条权威信息，把之前发布的发射时间窗

口“! 月至 # 月间”大幅缩小，国人的航天热情也被

提前点燃$甚至当天 %股航天板块一路走高，也印证着

有经验的投资人的判断：航天板块暴涨是中国资本市

场迎接载人航天发射的方式，中国航天日历在一定意

义上来说就是资本市场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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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出征以待海上测控 天宫在轨运行状态良好 神舟十号飞船巡天在即

长征二号 /遥十火箭一、二级

在上海外高桥附近水域

进行的神十海上应急救援保

障综合演练 （孙智慧摄）

神十、长征二号 /遥十

火箭组合体转运向发射塔

或成“神

女二号”的航

天员王亚平

神舟飞船返回舱着陆

（资料图片）

神十、长征二号 /遥十火箭

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塔架

（秦宪安摄）

神十飞
天对接天宫
一号无疑是本
次航天任务的高
潮，而为了使高潮如
约而至，载人航天工程
的各大系统必须密切协
作，无缝对接。其中，测控
通讯系统作为整个航天大戏

的幕后推手肩负的重任可想而知。
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介绍说，测

控通信系统主要作用有对运载火箭、飞船、目标飞
行器、卫星等各种飞行器的运动参数进行测量，确
定它们的轨迹等，也就是要“知道它们在哪里，要去哪
里”；严格监控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的状态，通过安设传
感器，发遥测信号到地面，以此来监视其状态，一旦出现问
题，才能及时处置紧急情况；要保持天地之间的通信，包括语
音、图像、数据的传输；最后是飞行控制，前面 #个方面主要是
为控制服务，包括轨道控制、变轨，对有效载荷、飞行器的重要部
件等的控制。

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宇宙飞船和卫星是万里高空风筝的话，
那么通讯测控系统就是看不见的风筝线。而为打造这条最结实合用的
风筝线，中国几代航天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钱卫平说，神八任务初步建
成了陆海天基一体化的测控通信系统体系结构，神九在有人状态下通过优
化将更进一步考核和固化这一体系，使之成为长久支持中国载人航天活动
的优良体系结构。而即将进行的航天任务无疑是对这一系统的全面检
验和大力提升。

在神十飞船进行紧张测试的同时，(月 &!日，远望三号、远
望六号航天远洋测量船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远赴
大洋执行以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交会对接载人飞行任务
为重点的海上测控任务。“神十”任务中，远望号船队
将承担 #$$ 多个圈次、#%$ 个弧段的测控通信任
务，涉及飞船入轨状态监视判断、应急返回数
据注入、变轨控制等关键飞行控制环节。针
对这次任务飞行时间长、测控事件多等
特点，“远望号”测量船及参试设备进
行了全面检修检测，各岗位人员
进行了培训考核，并开展了
联调演练、指标测试、可
靠性维护、技术交流
对话等，只待神十
飞天那一刻。

与发射时间窗口缩小相呼应的是发射筹备密集的鼓点。就在新闻发
言人发布信息当日，神舟十号飞船、长征二 /遥十火箭组合体，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技术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通过电视转播，人们又再次看到壮观盛大的转运场景：碧蓝天宇
下，巍巍群山前，船箭组合体挺拔的身姿缓缓移动，工程技术大军紧张
有序地穿梭忙碌。此前，神十已基本完成了返回舱、推进舱的燃料加注
和气瓶充气工作，飞船系统扣罩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接下来，将进行飞船和火箭功能测试以及人船箭地联合测试等工
作，在最终状态检查和确认后，加注推进剂，择机发射。

关于神舟十号所肩负任务的特点，航天科技集团载人飞船系
统总设计师张柏楠介绍说，与之前的神舟飞船相比，即将出征
的神十是神舟飞船第一次进行应用性飞行。

所谓应用性飞行，有些类似美国航天飞机和俄罗斯联盟
飞船，就是执行正常运输任务。就像高铁，刚开始要试运
行，根据试运行的情况进行一些改进，之后就投入正常
运营了。神舟飞船已经基本定型，神舟十号没有新的
大的技术变化，只做了一些小调整。

从神五到神九，主要任务都是为了验证飞船
自身的技术，到神九，就突破和掌握了交会对
接技术，具备了作为空间站的天地往返载人
运输系统的能力。

目前神舟飞船的任务不再是试验自
己，而是为天宫一号提供人员和物资运
输保障，支持航天员在天宫一号进行
科学试验。神十成功发射并和天宫
一号交会对接后，将为我国进一
步开展空间实验室的研究和空
间站的建设奠定一个天地往
返运输系统的基础。同时，
它的成功也标志着我国
载人航天第二步任务
第一阶段将完美收
官，全面进入空间
实验室和空间
站研制阶段。

“神十任务期间，航天员要给青少年朋友在太空上课呢，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快来参
与‘我问航天员’活动的问题征集吧！”随着神十发射日期的临近，天宫一号腾讯微博更加活跃起
来，众多粉丝不仅响应号召，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更加关心远在太空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

对此，航天科技集团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说，天宫一号 !$##年 &月份发射，设
计寿命两年。从目前看，天宫一号状态非常好，推进剂剩余量还相当多，设备状态很好。

对天宫一号，很多人的记忆定格在去年 !月 &%日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首次实现
载人空间交会对接后，航天员刘旺打开天宫一号之门进驻的那一刻。就是从那
一刻起，有 #位来自中国的宇航员开始按照北京时间作息，太空开启了属
于我们的北京时间。现在，又有来自中国的 # 位宇航员将乘坐神十飞
船重返天宫一号，北京时间也将随之荣归太空。

神十任务完成后，张柏楠透露说，将对天宫一号的后续任
务进行评估研究，看怎么能最大限度发挥效益。如果做轨
道调整等消耗推进剂比较多的试验，接下来的飞行
时间会短一些；如果这种试验少一些，飞行时
间会比较长。“我们当然希望天宫一号飞
得久一些，但如果有些试验任务更有
意义，也不一定要飞那么长。天
宫一号作为轨道飞行器，任
务一旦结束就会按国际
惯例主动离轨，返回
大气层烧掉。”
张柏楠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任沁沁、顾瑞珍） 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承
担神舟十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 遥十火箭相比遥九火
箭可靠性和宇航员安全性有进一步的提高。

梁小虹表示，长征二号 '火箭进行了 #"项技术状
态和 !项工艺状态适应性更改，其中 #(项主要为提高
可靠性。“遥十火箭飞行可靠性达 $)&"*(，比遥九火
箭提高 $)!+”。梁小虹说。为确保船、箭分离后飞
船可以执行大气层外逃逸救生模式，遥十火箭对故
障判据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了如有故障发生，
可向飞船发送“运载逃逸信号”的相关指令，“航天
员安全性达到 $)&&&(，比遥九火箭提高 $)$#+”。

载人火箭的可靠性一般是 &(+。梁小虹指
出，上述两组数据意味着：火箭发射 #$$ 次，
成功为 &")*( 次，确保宇航员生命安全为
&&)&(次。

飞行可靠性达 !"#$%& 安全性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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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酒泉戈壁
深处挥汗如雨的同时，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近
日在上海市外高桥救捞局码头

前沿水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
上应急救援保障综合演练，演练的目标

指向当然也是保障神十飞行任务万无一失。
进行综合演练的这支队伍虽然很少为外界

所关注，但是它是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万无一失的质
量理念的尖兵。据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指挥、
国家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宋家慧介绍，这支队伍承担着载人航天海上应急保障的使
命，自 +'''起正式参与载人飞船海上应急救援工作起，先后派出力量参加了神舟
四号至神舟九号 !次飞行任务。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表示，载人航天工程是庞大的系统工程，
海上应急救援保障是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飞船上升
段在海上着陆区的应急救生保障工作，从任务角度是希望它“备而不用”，但
这种演练非常必要。

综合演练队伍进行了搜索应急溅落在海上的返回舱，用救援直升机、高
速救助艇、船舶救生捞网等不同水面救生手段救援航天员、回收返回舱、
转运航天员及返回舱，并在转运过程中对航天员实施不间断的医学保障等
重要内容的演练。全面检验了神舟十号飞行任务海上应急搜救组织实施方
案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检查了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情况、检验返回舱搜
索定向系统和打捞设备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展示救捞队伍的专业技
能和精神面貌的同时，检查了参试人员海上应急搜救培训与训练成果，
进一步提高了保障能力。

中国航天人剑指苍穹
本报记者 张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