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于 11 月
29 日晚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升空，创下了我国在超低温
天气（零下 20 摄氏度）成功发射载
人飞船的新纪录。

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发射场对
发射塔架进行了整体性改造，对非
标塔勤系统、配电系统、加注供气系
统和空调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任
务前，他们又对设备进行了专项状
态复查和多次调试，加温效果明显
改善。

船箭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之
前，他们提前谋划，从发射场地面设
施设备着手，对塔架平台、发射台、
摆杆、空调、配电等设备进行低温条
件下的运行考核，确保地面设施设
备在低温条件下不出现任何问题。

他们还预想了各种极端天气状
况，准备了十大类209件保温物资，
给产品戴上“围巾”，穿上“防寒衣
靴”。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后，
为了给船箭组合体提供良好的工作
环境，工作人员奇思妙想，密封了塔
架缝隙、电缆穿孔，确保塔架各层级
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得到精准调控。

火箭发动机喷管尾部温度不能
低于零摄氏度，否则将影响火箭正
常点火起飞。为了给火箭发动机喷
管尾部保温，工作人员连夜制作了
一个帆布围挡，并增加了 2 台移动
的防爆热风机，持续给发动机喷管
送热风，使其在室外零下20摄氏度
的极寒天气下保持 15 摄氏度左右
的适宜温度。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产品在低温
环境的暴露时间，发射最后时分，他
们延后了开塔时间，将原本负两小
时开的第四组回转平台，延后到负
一小时，原本负50分钟开的二三组
回转平台延后到负30分钟，确保了
火箭顺利发射。

神舟十五号飞船将在轨停留
半年，在充分继承神舟十四号飞
船各项性能的同时，科研人员也
为适应空间站三舱组合体运行等
问题，对神舟十五号进行了适应
性改进，使神舟十五号飞船能够
更加完美地适应空间站长期停留
的任务需求。

专家介绍，神舟载人飞船从设计
上就要能够满足在轨工作6个月的
要求。此前神舟系列飞船经历了在
轨从几天到几个月再到半年的时间，
不断刷新在轨时间纪录。而神舟十
五号将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刚刚
在轨组装完成的三舱组合体。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
统电总体主任设计师刁伟鹤说：“因
为空间站的构型已经比较复杂了，

所以说载人飞船可能会受到各种遮
挡，比如太阳光的一些遮挡。这样
的话可能在各种遮挡工况下，怎么
保证飞船的能量平衡，供电的安全
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

面对这些考验，神舟十五号在
轨期间，每隔一段时间科研人员就
会对飞船进行一次巡检，确认飞船
状态，保证飞船的安全。与此同时，
科研人员对飞船的相关系统进行了
相关改进升级。

刁伟鹤表示，“在一些关键环
节，包括我们机构类的产品、火工品
以及一些其他的关键产品，都在地
面做了长时间的寿命试验，保证我
们可以满足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
在轨飞行需求。”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中国空间站形成
“三舱三船”组合体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室外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滴水成冰。这是我国首次
在夜间严寒条件下发射载人飞船。

“5、4、3、2、1，点火！”倒计时的
口令声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准
时点火起飞，奔向正在 400 公里高
空运行的中国空间站。约 10 分钟
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
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发射任
务全部完成。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成功
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中华民族
千年飞天梦圆。我国迄今共有 10
艘载人飞船相继从这里点火起飞，
把16名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11月30日5时42分，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于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加上问
天、梦天实验舱，神舟十四号、天舟
五号飞船，空间站由此形成“三舱三
船”组合体，达到当前设计的最大构
型，总重近百吨。

前两批现役航天员
全部实现在轨飞行

7 时 33 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

热情欢迎远道而来
的亲密战友——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
3 名 航 天 员 入 驻

“天宫”。6 名航天
员太空“胜利会师”
的画面，就是一张
载入中国航天史册
的太空合影照。

56岁的邓清明

是我国首批航天员中最后一位实现飞
天梦的现役航天员，46岁的张陆则是最
晚圆梦太空的我国第二批航天员。至
此，我国招收的前两批现役航天员全部
实现了在轨飞行。

目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已完成
了全部基础科目和大部分专业技术科
目的训练内容，将陆续执行空间站任
务。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也已全面
启动，将选拔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

根据计划，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完
成首次在轨交接，“新乘组先上去，老
乘组再下来”的轮换模式将成为常态，
这也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启长期
有人驻留的时代。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
式立项。30 年来，工程从无到有，结
下累累硕果，空间站即将完成建设，
还具备了开展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实
施条件。但中国载人航天探索的脚
步不会只停留在近地轨道，一定会
飞得更稳更远。

青岛 报责编：卢亚林 美编：李帅 审读：侯玉娟天下 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12

本报编辑部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新闻热线：82888000

印务中心电话：68688658印刷：青岛报业传媒数字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印务中心地址：青岛市祥源路831号

邮政编码：266101 发行电话：82880022广告咨询：66988600

太空会师
中国第十艘载人飞船在

极端严寒的西北戈壁星夜奔
赴太空，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于11月30日清晨入驻“天
宫”，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相聚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
留时代。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
首次有两个航天员乘组在“太
空会师”，也是中国航天员首
次在空间站迎接神舟载人飞
船来访。

神十五神十四航天员相聚“太空家园”

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

飞船零下20℃发射
为啥不会被“冻僵”

神舟十五号飞船
如何适应三舱组合体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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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在天和
核心舱气闸舱迎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的画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