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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
月20日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升空，经过21
小时的飞行后顺
利返回地面。

神舟一号神舟一号

2001年1
月10日发射升
空，飞船返回
舱在轨道上飞
行７天后返回
地面。

神舟二号神舟二号

2002年3
月 25 日发射
升空。在太空
留轨运行 180
多天，成功进
行了一系列空
间科学实验。

神舟三号神舟三号

突破了我
国低温发射
的历史纪录，
2002年12月
30 日发射升
空。2003 年
1月 5日准确
着陆。

神舟四号神舟四号
神
舟
飞
天
大
事
记

作为我国
第一艘载人飞
船，于2003年
10 月 15 日发
射升空。航天
员杨利伟成为
浩瀚太空的第
一位中国访客。

神舟五号神舟五号

2005年10
月 12日发射升
空，航天员费俊
龙、聂海胜被顺
利送上太空。
10 月 17 日，飞
船返回舱顺利
着陆。

神舟六号神舟六号

2008年9月
25 日 发 射 升
空，航天员翟志
刚、刘伯明、景
海鹏顺利飞上
太空。9月27
日，翟志刚进行
了出舱活动。

神舟七号神舟七号

2011 年 11
月 1 日发射升
空，之后，与天宫
一号进行了两次
空间无人自动交
会对接，突破和
掌握了自动交会
对接技术。

神舟八号神舟八号

2013年 6
月 11 日 发 射
升空。航天员
聂海胜、张晓
光、王亚平在
天宫一号开展
了一系列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

神舟十号神舟十号

2016年10
月 17日发射升
空 。 10 月 19
日，与天宫二号
自动交会对接
成功。航天员
景海鹏和陈冬
入驻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

神舟十一号神舟十一号

2012年 6
月16日发射升
空，执行我国
首次载人交会
对接任务。航
天员景海鹏、
刘旺、刘洋顺
利进入太空。

神舟九号神舟九号

2021年6月
17日发射升空，9
月17日成功着陆
东风着陆场。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和汤洪波在轨
期间开展了一系
列空间科学实验。

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二号

2021年10
月16日发射升
空，翟志刚、王
亚平和叶光富
开启为期 6个
月 的 飞 行 任
务。2022年4
月16日，飞船返
回舱成功着陆。

神舟十三号神舟十三号

2022 年 6
月5日10时44
分，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航天员陈
冬、刘洋、蔡旭哲
进驻天和核心舱，
开启为期6个月
的在轨驻留。

神舟十四号神舟十四号
神舟十五号神舟十五号

2022年11月
29 日 23 时 08
分，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和张
陆三人在轨工作
生活6个月。

谭希光谭希光 制图制图

神舟十六号神舟十六号

2023 年 5
月30日9时31
分，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航天员景
海鹏、朱杨柱、桂海
潮开始为期约5个
月的“天宫”之旅。

神舟十七号神舟十七号

2023 年 10
月26日 11时 14
分，神舟十七号载
人飞船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成
功。19时34分，
航天员汤洪波、唐
胜杰、江新林乘组
入驻“天宫”。

新华社酒泉4月25日电 4
月25日20时59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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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分钟后，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目前，航
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
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
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十八
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
活动，开展微重力基础物理、空
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
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实
（试）验与应用，完成空间站碎
片防护加固装置安装，舱外载
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
等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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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518次飞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
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
足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交会
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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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全新升级后，研制团队
将推进舱仪器盘上的设备进行

重新布局；“不挤不乱”的推进
舱，让电源设备工作起来更加可
靠、稳定，也提升了飞船的上下
行载荷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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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是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二艘实
施径向对接的载人飞船。飞船
与空间站在浩渺太空交会对接，
像一部高难度动作大片，要求

“准”字当头。
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

统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分系统，被
研制人员亲切称为“神舟舵
手”。该系统负责飞船从发射到
与火箭分离，再到与空间站交会
对接，最终从空间站撤离并返回
地球的全过程控制，同时还负责
独立飞行过程中的姿态与轨道
控制、太阳翼帆板控制等。飞船
在该系统的自主操控下，将再次
上演“太空会师”的名场面。

据新华社

本次任务有哪些看点？火箭与飞船有哪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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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飞行，我们将承担繁
重而艰巨的任务。”航天员李广
苏介绍，他在任务中主要负责
空间试（实）验项目，涉及航天

医学、基础物理、材料科学、生
命科学等前沿科学问题，以及
站务管理、健康保障等任务。

据介绍，神舟十八号将上
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将实
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
究项目，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
研究对象，在轨建立稳定运行
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
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
物的突破；还将实施国际上首
次植物茎尖干细胞功能在轨
研究，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的
适应机制，为后续定向设计适
应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
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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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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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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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发任务，火箭的细
微状态变化，都会被放在‘显
微镜’下抽丝剥茧般分析风
险。”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专家
表示，与长征二号F遥十七运
载火箭相比，此次执行任务的

遥十八运载火箭进行了32项
技术状态改进，进一步提升了
全箭可靠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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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李广苏出生在江苏
沛县一个名叫王孟庄的小村庄，
听着乡间的蝉鸣蛙叫慢慢长大。

小学时，一天放学回家路上，
他突然听见天空中传来巨大的轰
鸣声。循声仰望，一架直升机“轰
隆隆”地从头顶上空快速掠过。

多年之后，已经驰骋天空多
年、即将奔赴太空的李广苏，对新
华社记者说，那一天，就是他飞天
梦想的起点。

高三那年，空军来学校招
飞。经过几轮选拔，他被空军航
空大学录取。2006年夏天，19岁
的李广苏背上行囊，告别家乡，走
上自己的飞行之路。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蓬勃
发展，国家开始选拔第三批航天
员。那时已经是战斗机飞行员
的李广苏心想，为祖国出征太空
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值得去拼
一把。

2020年9月，李广苏成为我
国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天上的事，是天大的事。”他
说，“从迈入航天员大队的第一天
起，就应该向一个优秀航天员的
标准去看齐，每一项学习训练都
要做到尽善尽美。”

手控交会对接训练成绩离满
分还有点差距，他就一边请教员
给他加练，一边在公寓里桌面式
模拟训练器上反复练习，详细记
录成绩并分析每次训练结果，最
终得到了满分成绩。

心之所向，行必能至。经全
面考评，李广苏入选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据新华社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九霄逐梦再问天

2022年4月，他作为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完成自己
的首飞任务从天外载誉归
来；两年后的又一个4月，他
作为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指令长，将带着两
名队友再度飞天。

在春天归来，又在春
天出征。“飞天之路是一场
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叶光
富说。

2021年10月16日，在
成为航天员的第11年，叶光
富飞天梦圆，和翟志刚、王
亚平一起乘坐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直冲云霄。

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太
空的，还有活细胞。叶光富
负责定期观察细胞生长过
程，并拍照记录状态。

有一天，叶光富在显微
镜下观察发现：在绿色的
荧光背景衬托下，心肌细
胞在收缩瞬间产生的电信

号，呈现出一闪一闪的荧
光点。这一现象让他激动
不已，赶紧用相机记录下
来。这是人类首次看到了
失重心肌细胞的“钙信号
闪烁”过程。

太空归来后，叶光富被
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
号。“身体可以失重，但心灵
永远不会失重。”面对荣誉，
他说，正是祖国和人民的托
举，他才能梦圆太空。

为此，他把成绩和荣誉
全部归零，重新投入训练之
中，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乘组三个人均为“80
后”，都当过空军飞行员，相
似的年龄和经历让他们有
很多共同语言。叶光富说，
如今他们之间配合默契，往
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彼
此都能心领神会，可以用

“丝滑”一词来评价。

“人如其名。”李聪的队友
们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这样说。

1989年10月，李聪出生
在河北邯郸一个小村庄。为
了让他和妹妹接受更好的教
育，原本务农的父母举家搬到
矿区。

中考那年，李聪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
学。如果没有遇到空军来校
招飞，他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种
模样。

在空军航空大学的4年，
李聪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学
员”。然而，当李聪驾驶初教
机第一次冲上云霄，满心期待
拥抱蓝天的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胃里天
翻地覆，“甚至有一种强烈的
濒死感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
不相信自己当不了飞行员。

“追梦路上，纵然荆棘遍
野，亦将坦然无惧。”李聪给了
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第二

次飞上天空，他的注意力不再
放在紧握操纵杆的那只手上，
而是放眼眺望祖国的壮美河
山，不适感无意间消失了。

重获自信的他更加珍惜
飞行机会。初教机和高教
机训练结业时，李聪都是第
一名。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2020年9月，凭借优异的综合
素质，顺利通过初选、复选、定
选等层层考核，李聪成为中国
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任 务 等 人 ，时 间 不 等
人。第三批航天员固然幸
运，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压
力和挑战——他们需要在更
短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
识，通过竞争激烈的选拔。
能踏上飞天之路的航天员，
必定是优中选优。

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行任务乘组后，李聪在训练笔
记上写下这句话：“所有的努
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看点一 老带新“80后”三人组 跑好神舟家族“接力赛”

看点二 “神箭”架起安全高效“天梯”
叶光富

在春天归来，春天再出征
李聪

信之弥坚，行则愈远

李广苏
心之所向，行必能至

看点三 “生命之舟”新升级 完成任务更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