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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0月 26日，记者从
航天科技四院获悉，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
射任务中，该院承担了被誉为航天员“生命之
塔”的火箭逃逸救生系统的全部动力装置、“神
舟”飞船的全套结构密封系统等产品的研制生
产任务，分别应用于火箭和飞船系统，全程为
空间站建设护航。

长征二号F火箭成为了长征系列家族中辨
识度最高的一款火箭，整个逃逸系统由大小10
台发动机组成，全部由航天科技四院研制。

据了解，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中，除了被誉为航天员“生命之塔”的火
箭逃逸救生系统的全部动力装置外，航天科
技四院还承担了天舟、神舟飞船的橡胶件研
制、空间站静密封材料的研制以及航天服手
套组件、主气密件的研制生产任务，全程为
空间站建设护航。

同时，该院研制的产品涉及“箭、船、站、
服、员”五大系统，全程服务保障空间站建设，
为航天员长期在站工作生活提供安全和生活
保障，让驻守在“太空家园”的航天员安心工
作、放心巡天。

航天科技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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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航天科技五院西安
分院研制的升级版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仪表
控制器应用软件以及为天链中继卫星研制的
全部有效载荷，在本次任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航天员乘组遨游

“天宫”全程护航。
本次发射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上采用

了具备三大优势的升级版中继终端，实现飞船
与地面通信的畅通无阻，确保地面测试人员实
时掌握飞船的飞行状态，以更强更优的功能为
中国空间站稳定高效运行贡献力量。

记者了解到，之前发射的空间站飞行器使
用的中继终端产品重量较重，研制团队借助最

新工艺技术，对产品进行高度小型化、集成化
设计之后，在原有功能和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升级版产品已成功减重9公斤。在对产品的数
字处理功能进行大量优化升级后，现在仅需一
个芯片便可轻松应对多项工作。

国产化和元器件自主可控是我国航天科
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题中之义。此次研
制团队大幅提升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使用，这使
得中继终端元器件国产化取得显著进步。

西安分院载人航天工程任务负责人介绍：
“在目前的中国空间站任务中，我国空间站六
舱（船）均配备了中继终端，它们与中继卫星紧
密配合、高效协作，让‘感觉良好’持续在线。”

航天科技五院西安分院

升级版“太空天路”助力遨游“天宫”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记者 10月 26日获
悉，航天科技六院在此次任务中，研制交付
了共 58台主推进发动机和姿轨控发动机。

其中，为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配套10台发
动机，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配套推进舱、返
回舱两套推进子系统48台发动机，为热控和环
控分系统配套多台（套）泵阀类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为此次发射的长征二
号F运载火箭配套10台发动机，为进一步保证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一二级助推器发动机产品
质量，组织开展文件、工装、设备、监测专项审
查，对喷嘴加工和装配等关键环节岗位人员进
行了考核评估，并予以固化，以“优选优配”为

基本原则策划好各项质量管控工作，以“细之
又细”为原则做好产品结果质量把关确认。

此外，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配套推进
舱、返回舱两套推进子系统共 48台发动机，该
推进系统是载人飞船最重要的分系统之一，负
责飞船在轨飞行、返回舱再入过程的姿态控
制、稳定、调整，以及变轨、轨道维持、返回制
动、应急救生等过程的全部动力功能，是飞船
的动力之源，其可靠性、安全性直接关系到飞
行任务成败和航天员的安全。其最小的推力
为25牛，最大推力为2500牛，从不同方向提供
不同推力，保障飞船在太空中俯仰有度、动静
自如，确保在对接时举重若轻、分毫不差。

航天科技六院

58台发动机确保对接分毫不差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在本次神舟十七号
载人飞船任务中，航天科技九院 771所为载人
飞船配套数据管理中央计算机、环境与生理保
障分系统数据处理计算机、舱载人体医学生理
监测计算机、话音处理计算机及多个品种的集
成电路产品。

数据管理中央计算机是载人飞船数据管
理分系统的关键设备，相当于飞船的“神经中
枢”。计算机设计采用了三机冷（热）备份系统
结构和软（硬）件多种冗余容错技术，保证其在
飞行过程中的可靠性。

环境与生理保障分系统数据处理计算机
是载人飞船环境与生理保障分系统的数据采

集、处理和控制设备，可以准确控制各类动作
控制计算机的调节，保证飞船舱内具有合适的
氧气浓度、温度和湿度等，在航天员飞行时创
造适宜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

舱载人体医学生理监测计算机负责实时接
收航天员的心电、呼吸、血压、体温4项生理健康
指标信号，实现飞船飞行过程中对航天员的医
学监督与保障，相当于航天员的“临床护士”。

话音处理计算机是载人飞船舱内航天服
系统的关键设备，安装在通信头戴装置内，相
当于航天员在飞行过程中与地面站联络的直
接通话桥梁。配置双麦克、双耳机，保证了航
天员在轨通话的可靠性。

航天科技九院771所

最强“神经中枢”护航飞天

本报讯（郭晓辉）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发射过程中，由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研制的三
型高可靠性、宽环境适应性推进剂装药在火箭
一级起动、助推器与主火箭反推、船箭分离侧
推等过程中工作正常，圆满完成使命。

运载火箭配套用固体推进剂是影响火箭
发射的卡脖子技术，也是保障火箭成功发射与
航天员人身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西安近代

化学研究所勇挑重担，根据重大工程典型应用
场景，科学设计方案，经反复实验与验证，突破
能量、燃温、燃气清洁度、燃烧稳定性、宽环境
适应性、制备工艺等多项关键技术，构筑了载
人航天用高性能固体推进剂配方工艺设计及
工程制备应用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推进剂装药技术群，为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兵器力量”。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三型推进剂装药圆满完成使命

新华社酒泉10月25日电 “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 10 月 31
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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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5日上午召开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介绍的内容。

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林西强介绍，目前，
在轨工作进展顺利，在航天员与地面科
技人员密切配合下，空间应用项目正按
计划稳步推进，共开展了 70项航天医学、
生命生态、生物技术、材料科学、流体物
理、流体力学、航天技术等空间实（试）验
和 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究，获取了大量的
实验数据，还有一些实验样品将随神舟
十六号飞船下行，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
性应用成果，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
室的综合效益正在逐步显现。任务期

间，他们还圆满完成了一次航天员出舱
活动、一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多次
载荷出舱、配合完成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分离撤离等工作。

“特别要说的是，受限于微重力环境
和空间站容积，物资管理这一在地面看似
平常的工作成为日益凸显的新难题。”林
西强说，为此，神舟十六号乘组与地面密
切协同，针对性地制定了在轨物资管理减
容增效方案，在指令长景海鹏的带领下，
累计转移物资约 850次，反馈物资整理信
息 135条，全面完成空间站在轨物资盘点
和整理工作，使空间站物资存放状态、信
息管理等焕然一新，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物
资管理树立了标杆。

林西强表示，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
前，还将视光照条件由航天员手持高清相
机通过飞船绕飞拍摄空间站组合体，将有
望在轨首次获取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
组合体全貌图像，这将是第一张反映空间
站全构型的“工作照”。

神十六航天员31日返回地球
有望首次获取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貌图像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神舟十
六号乘组会师，在轨进行交接班后，
神舟十七号乘组将继续在“天宫”空
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航天技术
试验。

中国太空第一人、现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的杨利伟日前
透露，目前我国航天员正在为登月任
务做准备，登月航天员将从前期执行
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选拔。

那么，这些年我国航天员的选拔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变化？登月航
天员与以往相比，条件是否更加严
格？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未来我国
航天员还会有哪些新任务？

选拔不再仅限于飞行员

由于载人航天活动具有任务艰
巨、技能复杂、环境特殊和危险性大
等特点，所以航天员的选拔标准很
高，否则难以完成艰巨的航天任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已
形成一套完整、科学、有效的航天员
选拔标准。截至2022年，我国已选拔
出三批共39名航天员，其中前两批共
21人都是从飞行员里选拔的，第三批
的18人除了从飞行员里选拔之外，有
7名是从工程师中选拔的，4名是从科
学家中选拔的。

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
任务的需要，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已于 2022年启动。本次将
选拔 12-14名预备航天员，其中包括
航天驾驶员 7-8名，航天飞行工程师
和载荷专家共 5-6名，并首次在港澳
地区选拔载荷专家。究竟谁能入选，
预计今年底就能见分晓。

3类航天员互为“备份”

目前，航天员主要分为航天驾驶员
（又叫飞行专家）、航天飞行工程师（又叫
任务专家）和载荷专家（即科学家）3类。

我国是从2018年选拔第三批航天员时
对航天员进行专业分类的，即除了继续选
拔航天驾驶员之外，还选拔了航天飞行工
程师和载荷专家。其原因是从 2023年起，
我国空间站要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所
以需要派更专业的人去保障空间站长期稳
定运行，开展更复杂、更尖端的空间科学实
验和航天技术试验，从而早出成果、多出成
果，提高空间站的应用效益。神舟十六号
乘组就是由这3类航天员组成的。

由于这 3类航天员分别执行不同的任
务，所以对他们在身体条件、工作技能、训
练重点、任务完成等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
的。其中，对航天驾驶员的身体素质要求
最高，但对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
知识结构要求，比航天驾驶员更高。

航天驾驶员是从飞行上千个小时的战

斗机飞行员里选拔的，相当于载人航
天器的“司机”，主要任务就是驾驶载
人航天器，负责载人航天器的飞行安
全。航天飞行工程师是从航空航天
工程及相关领域专业的科研和工程
技术人员中选拔的，其主要任务是负
责空间站的运行、维护、保养、维修和
扩展等。载荷专家是在从事空间科
学研究及应用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
中选拔的，这类航天员会携带特定仪
器设备，在载人航天器上开展复杂的
专业科学实验。

尽管这3类航天员在职责上有分
工，但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专多能的，进
行过有主有次的全面训练，在太空可
以互为“备份”，共同完成任务。

登月球登火星航天员要求大不同

截至今年 9月，我国已把 18人、
29人次航天员送上太空，并顺利完成
了预定任务，这表明我国航天员的选
拔和训练是科学有效的。

到2030年前，我国将实施载人登
月任务。据专家介绍，由于月球距离
地球要比空间站距离地球远得多，登
陆月球也比在空间站工作复杂得多，
所以登月航天员面临的风险更大、挑
战更大，技术要求也更高。因此，国
家不仅会从前期执行过飞行任务的
航天员中去选拔，对于他们的训练要
求也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由于飞得
更远了，所以登月航天员要有更强的
自主工作能力和决策能力，更好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并且根据登月任
务的要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训练。
例如，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6，登月
航天员需在月面行走和操控月球车，
对于协调性、操作性等方面的能力自
然有更严格的要求。

登月航天员将担负在月球开展
科学考察与样品采集的任务。为完

成这项任务，我国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
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
器、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要知道载人登月不是中国航天的终
点，在不远的未来，航天员还将向火星进
发。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航天员到火
星一个来回至少需要 520天，所以，火星航
天员的选拔更注重心理品格，然后才是身
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要评定候选人在长
期与世隔绝的火星旅行中，能否身心健
康、坚持到底，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旺
盛的工作热情。同时，在长时间完成单调
和重复性的工作之后，能不能对突然发生
的各种紧急情况及时做出快速反应。

从 2003年 10月 15日杨利伟首次叩访
太空至今的 20 年来，一
代又一代的航天人踔厉
前行，凭借着坚韧不拔的
品格和自主创新的勇气，
为中国航天书写传奇，走
向更深远的太空。

（庞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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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进
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
组状态良好。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的第2次载人飞行任务，是
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发射任务，
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93次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