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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力量全程护航

在此次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船发射过程中，青岛理工大学空
间碎片监测与低轨卫星组网联
合实验室团队的深空探测实时
三维可视化技术，实时呈现飞船
运行轨道、位置、姿态以及载荷
等信息，为飞船提供“上帝视角”。

“团队的航天测控实时三
维可视化技术已经在此前多项
航天任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已
经成为我国航天任务中固定的
技术支持，这次同样延续了这
项技术。”青岛理工大学机械与
汽车工程学院教授、高端装备
数字孪生与可视化遥操作山东
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张庆海介
绍道。以护航“载人飞船”任务
为例，飞船的空间飞行状态是
难以被直接观测到的，三维可
视化平台可以将飞船飞行过程
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在0.1秒内
进行“实时翻译”，并驱动控制
中心屏幕上的飞船模型调整位
置与姿态，让地面控制人员可
以在第一时间看到飞船“实
况”。“这套系统能够实时再现
和监测在轨航天器的轨道、位
置、状态及其部件操作过程，相
当于为我们观测太空中的飞船
状态提供了一个‘上帝视角’。”

团队服务国家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以及深空探测工程，
团队自主研发的深空探测三维
实时可视化技术在多目标多任
务下，实时精准呈现飞船运行
轨道、位置、姿态以及载荷等信
息，实现了航天任务全过程的
可视化状态监控与展示，提供
了覆盖地面、太空、观测站、飞
行器的逼真空间环境和实时任
务状态，为地面测控人员的精
准控制和决策提供高效直观的
数据支撑，为任务的圆满成功
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位于青岛的中国电
科自主研制的搜救定位装备及
航天员通话电台、直升机搜索
引导系统等共 40 余台（套）参
试设备用于本次发射任务，分
布于东风发射场、太平洋某海
域等10余个应急点，地域跨度
超过7000公里。

除了搜救定位技术的全方
位护航，发射背后，还有一张由
无线电波编织成的监测网，时
刻对空间电波环境态势和异常
事件进行跟踪预警。中电科22
所电波环境信息保障团队依托
覆盖全国的观测站网，进行加
密观测，对实时观测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为任务系统提供高
精度电波环境效应数据，保障
载人航天整体系统可靠运行。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通讯员 黄琳

逐梦苍穹再“飞天”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4月25日，搭载神舟
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
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
射，随后，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
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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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载
人飞行任务，是工程立项
实施以来的第32次发射
任务。本次任务有哪些看
点？火箭与飞船有哪些新
升级？

看点1 跑好神舟家族“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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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林西强介绍，执行本次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行乘组由航
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叶光富执行过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李聪和李广苏
均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老将”叶光富此次带领两位新人奔赴苍穹。“当前，空间站三舱
三船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全新构型，其任务数量、复杂程度、操作难度
明显提升。”叶光富说，“再上太空就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我和我的两
位队友以及整个航天团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对于完成这次
任务，我们信心满满。”

神舟十八号乘组三人均为“80后”，都有过飞行员经历。“我们
确实有很多共通点，不仅有相近的年龄和经历，更有共同的使命，那
就是跑好神舟家族太空‘接力赛’。”李聪说，现在对方的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彼此都能够明白所要表达的意思。

据悉，我国航天员队伍正逐步发展壮大。“目前，我国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基本完成，不久将正式对外发布相关信息。”林
西强表示，第四批航天员入队后，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施空间站
后续任务，并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登陆月球的总体目标。

新一批航天员们需要具备哪些新能力？林西强介绍，相比空间
站任务，登月任务中航天员需要训练掌握梦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
器正常和应急飞行情况下的操作，月面出/进舱，1/6重力条件下负
重行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月面钻探、采样和科学考察等技能。

看点2“神箭”架起安全高效“天梯”

此次执行运载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享有“神箭”之誉。
原因之一在于，从1999年首飞至今，它保持了100%的发射成功率。

作为我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采用
了多备份系统，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其独有的故障检测处理系统，
在出现灾难性故障时可以发出逃逸指令和终止飞行指令，及时带航
天员逃离危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专家介绍，该型火箭从设计、制造再到靶场
装配，需确保每个部件和系统都达到最高质量标准。

生产制造零部组件时，实施组批投产，为火箭挑选“优质子样”；
以检验表格“跟产”，逐项确认装配状态和检查装配数据，让装配操
作质量更加精准可控。

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进入常态
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将航天员又快又稳送入太空，体现了火箭的
高效。

多年来，火箭团队不断寻找提升效率的“最优解”：部分环节改
变传统人工作业，逐步采用自动化技术实现铆接和焊接；在进入发
射场前，完成大量仪器设备的测试和装配工作……现在，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发射场流程，已由空间站建造初期的49天缩减到35天，
并将继续向30天目标优化改进。

不仅如此，研制团队还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火箭测试数据前后
方实时互联互通；更快更准的数据判读，让发射场人员缩减40%左右。

未来几年，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将继续执行神舟载人飞船发射
任务，为空间站开展常态化运营架起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

看点3“生命之舟”新升级

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构成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均由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是我国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严格的航
天器，被誉为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

电源分系统是飞船14个分系统中最为关键的系统之一，是飞
船的“心脏”。相较于神舟十六号和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进行了电源全新升级。

历经4年时间，研制团队将飞船主电源储能电池由镉镍电池更
换为锂离子电池；其他电源锌银电池的隔膜系统耐氧能力提升后，
寿命增加了20%。同时，电子产品模块化程度和电池能量密度提
升，实现了飞船整体减重50多公斤。

飞船入轨后，太阳电池翼稳定展开，船体才能获得能量供
给。为保证长期“待命状态”下的飞船太阳电池翼在轨可靠，研制
团队将关键产品重要指标的实测数据方差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
再通过测试计算出飞船在轨展开所需时间。经多发载人飞船的
飞行验证，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太阳电池翼可实现8秒展翅，无
惧超长“待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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