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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泽 蔡旭哲 宋令东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0月
29日，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执

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
员乘组由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3名

航天员组成，蔡旭哲担任指令长。
据介绍，乘组包括 1名第二批航

天员和 2名第三批航天员，其中，航天
员宋令东、航天员王浩泽为首次执行飞
行任务的“90后”，航天员王浩泽为我
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

记者了解到，王浩泽入选前隶属
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2015 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六院北京 11

所承担发动机总体设计任务。此次
在长征二号 F火箭发射神舟十九号飞
行任务中，航天科技六院研制并交付
了 58台主推进及姿轨控发动机，以及
热控分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泵阀等
关键设备，该院用金牌发动机产品护
送六院航天员顺利出征。

航天员王浩泽来自航天科技六院

新华社酒泉 10月 29日电（记者
郭明芝 王春涛）“此时此刻，长征二号

F遥二十运载火箭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
船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装厂房内
待命，一旦有必要，可以迅速转入发射
状态，执行空间站应急救援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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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召开
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

人类载人航天活动始终充满风险与挑

战，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永远是各国政府和
全世界人民最为关切的重中之重。

林西强说：“作为同行，我们也十分关
注美国宇航员出差延迟返回的事态发展。
回顾事件经过，我们对NASA（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高度重视宇航员安全表示赞赏，
同时也预祝两名宇航员能安全归来。”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全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
始终把确保航天员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载人航天

工程全面推行从单机产品生产到发射场
总装测试的全流程质量确认制，常态化开
展各项复核复查，确保不带问题上天。

针对空间碎片撞击空间站可能造成泄
漏等威胁，载人航天工程不断优化应急处
置方案，与空间站运行初期相比，航天员
可用于应急处置的时间提高了 5 倍，空间
站与航天员的安全性大幅提升。极端情
况下，航天员可搭乘在轨飞船提前返回或
发射待命的应急飞船实施救援，确保航天
员生命安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能力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

新华社酒泉 10 月 29 日电（记者 张瑞
杰 刘艺）“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已完成，共有 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
括 8名航天驾驶员和 2名载荷专家，并于今
年 8月入队参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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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召
开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这样介绍。

入队 2 个月来，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重
点开展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理论学习和
针对性体质训练，同时组织开展现场见
学、座谈交流、专家授课、文化渲染等多

种形式活动，使他们快速进入了新角色、新
状态。

后续，根据训练大纲和总体计划安排，
按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将有序开展 8大类 200多个科目的
训练任务。

林西强介绍，针对第四批航天员不仅要
执行空间站任务，未来还要执行载人登月任
务的新特点，在训练内容设置上，既注重失
重状态下生活工作与健康维护等基本技能
以及出舱活动、设备维护维修、空间科学实
（试）验等专项技能的掌握，更面向未来载人
登月任务，进一步培塑航天员从操控飞行器

到驾驶月球车、从天体辨识到地质科考、从
太空失重漂浮到月面负重行走的能力。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的载荷专家分别
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已于 8月 8日入队，在
与其他航天员共同生活、训练的基础上，为
港澳航天员安排了载人航天精神、普通话等
针对性课程，还根据他们的饮食特点，科学
制定食谱。

“目前，2名港澳载荷专家已全面融入团
队，训练热情饱满，身心状态俱佳。”林西强
说，相信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能够高质量如期
完成各项训练任务，逐步成为后续载人航天
任务的骨干力量。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已开始训练
未来将承担载人登月任务

新华社酒泉10月29日电（记者 刘艺
郭明芝）经任务总指挥部决策，天舟八号任
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于 11月
中旬在文昌发射场择机发射。

今年9月，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
南文昌遭受严重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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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
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尽管发射场和各
试验队做了应对台风的充分准备，保证了
人员和飞行产品的安全，但是超强台风还
是对发射场有关厂房设备、建设现场和生
活设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台风过后，航天人充分发扬“四个特别”

的载人航天精神，迅即开展了修复恢复工
作，抢进度、保质量，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目前，天舟八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正按新的计划稳步推进。”林西强说，“我们
在空间站任务规划上已充分考虑了应对类
似情况的物资储备，目前在轨物资充足，满
足任务要求。”

天舟八号将于11月中旬择机发射

新华社酒泉10
月 29 日电（记 者

孙鲁明 王雪冰）“神舟
十九号乘组将开展 86 项

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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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召开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

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神舟十九号乘组将重点围绕《国家空间科

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中的“太空
格物”主题，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

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
域，开展微重力条件下生长蛋白晶体的结构解
析、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等 86 项空间科学研
究与技术试验，预计在基础理论前沿研究、新
材料制备、空间辐射与失重生理效应机制、亚
磁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等方面取得一批科学
成果。

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之初，就把空间科学
作为落实工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坚定树立
了“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发展理念，始终
坚持工程目标与科学目标一体规划、同步推进。

林西强说：“工程开展的空间科学与应用

任务是国家空间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
规划的制定，也将积极促进规划的落实。”

在空间站建成两周年之际，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将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空间站科
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2024）》，介绍空间
站入轨以来开展科学与应用任务取得的代
表性成果。

“后续，我们将以规划为指导，进一步聚焦
关键核心问题，强化科学目标与载人航天工程
任务的有机融合和衔接，为航天强国建设和空
间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林西强说。

蔡旭哲 男，汉族，籍贯河北深州，硕士学位。1976年5月出生，1995

年9月入伍，199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
级航天员，陆军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
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年5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22年6月
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2023年3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
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宋令东 男，汉族，籍贯山东曹县，学士学位。

1990年8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3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
军中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队中队长，被
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
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

王浩泽 女，满族，籍贯河北滦平，硕士

学位。1990年 3月出生，2021年 1月入伍，
200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军中校军
衔。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
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行任务乘组。

神舟十九号将开展86项
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

新华社酒泉10月29日电（记者
孙鲁明 孟融）“锚定 2030年前实现中
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工程全线正在
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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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召开的神舟
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长征十
号运载火箭、梦舟
载人飞船、揽月
月面着陆器、
登月航天服、

载人月球

车等正按计划开展初样产品生产和相
关地面试验，先后完成了飞船综合空
投、着陆器两舱分离、火箭芯一级三
机动力系统试车、YF-75E氢氧发动
机高空模拟试车等大型试验，保障上
述生产试验的一批地面设施设备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

林西强介绍，载人前的飞行试验
和首次载人登月任务的科学研究目标
和配套载荷总体方案基本确定，发射
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地面系统正紧
张有序地开展研制建设。

“虽然目前载人登月任务
各项工作推进比较顺利，但
在实践中，我们也清醒认识
到，后续研制试验任务
艰巨、技术复杂、进度
紧张、挑战巨大。”林
西强表示，“工程全

线将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
航天精神，坚持自信自强、团结拼搏、
接续奋斗，早日实现中国人登上月球
的梦想。”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
施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天舟九号
3次飞行任务，将继续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年度飞行任务标识，也将启动载
人月球车名称征集活动。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正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