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秋意正浓，璀
璨的菊花、金黄的胡杨，迎接着又一个收获
季的到来。

这是一个盛大的收获季，中国航天事业
又将迎来一个新高峰。10月17日，航天员景
海鹏、陈冬，带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最新尝
试，乘坐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奔
赴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太空之约。

17 日凌晨，记者来到问天阁外的圆梦
园广场。问天阁外张贴着中国航天员们的
巨幅照片，问天阁的名字源于屈原的“天
问”和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寓意航天人
对宇宙奥秘的不断追问和不懈探索。

各界民众已经早早前来，等待观看航天
员出征仪式，他们的脸上满是兴奋与自豪。

确实值得自豪，因为每一次中国航天
员的太空之旅，都从这里出发。2003 年杨
利伟从这里出发，2005 年费俊龙、聂海胜
从这里出发，2008年翟志刚、刘伯明、景海
鹏从这里出发，2012年景海鹏、刘旺、刘洋
从这里出发，2013 年聂海胜、张晓光和王
亚平从这里出发⋯⋯

现在，英勇的中国航天员，又将再一次

开启他们的太空征程！
明月高悬，万众瞩目。
17日凌晨4时40分许，身着白色舱内

航天服的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缓步走出问
天阁一楼出征大厅，出现在圆梦园广场上。

广场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前来为航
天员送行的各界民众身着民族盛装，挥舞
鲜花，航天科技工作者们也高举鲜花和五
星红旗，一起为航天员欢呼和加油。

两名航天员排成一行，即将开启太空
之旅的航天员景海鹏大声报告：“报告指挥
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
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他们依次报告自己的身份——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

景海鹏！”“航天员陈冬！”
“出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张又侠发出命令，并举手敬了一个庄严
的军礼。

“祝你们成功！向航天员学习！向航天
员致敬！”在人们的祝福声中，景海鹏、陈冬
缓步走向开往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专用车
辆。面对热情欢送的人群，他们扬起带着白

手套的右手，向欢送的民众挥手致意、点头
微笑。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
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
荣富强。”人们用歌声表达对航天员凯旋
的祝愿。

此次任务中，两名航天员将要在轨飞
行33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一
次载人航天飞行。景海鹏担任本次飞行乘
组的指令长，他将第三次出征太空，并在太
空度过自己的 50 岁生日。比他小 12 岁的
陈冬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太空飞行，并已
为此准备多年。

航天员乘坐的车辆驶出圆梦园，通过
神舟友谊大桥，驶上前往发射场的专用公
路，安全抵达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载人航天发射塔架。

巍峨的蓝色塔架犹如钢铁巨人，在一
望无际的戈壁上静静矗立，默默迎候航天
员的到来。

17 日 6 时 50 分许，天边曙光初露，发
射窗口也悄悄地来临了。载人航天发射塔
架回转平台开启，梯次张开双臂，逐渐露出

了乳白色的长征二号火箭。
“30分钟准备！”
7 时，调度里传来“零”号指挥员、发射

测试站副站长王洪志铿锵有力的声音。
火箭完全露出真容，顶端印制的五星

红旗分外夺目，莹莹辉光闪耀，昭示着祖国
的强大、民族的崛起。

此时，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已经进入
神舟十一号飞船之中。

此时，在距地面 393 公里的近圆轨道
上，9月15日发射升空的天宫二号，已经做
好了迎接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各项准备。

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后，发射塔架上
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

“10、9、8、7⋯⋯3、2、1，点火，起飞！”
17日清晨7时30分，随着“零”号指挥

员最后口令的下达，长征二号 F 遥十一火
箭喷出熊熊烈焰，发出震天轰鸣，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就此启程，飞向遥远的太空。

再射神箭送“神舟”，又上太空会“天
宫”。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
中国人朝着建立空间站的梦想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再射神箭送“神舟”又上太空会“天宫”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出征侧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在10月16日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神
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回答了多家媒
体记者的提问。

不忘初心

记者：请问景海鹏，你今年已经50岁了，
又是一名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撑你第三次出
征太空？

景海鹏：航天员是我的职业，太空飞行
是我的事业，更是我崇高的使命。虽然这项
工作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乃至危险，但我喜
欢、热爱、甚至享受我的工作。作为航天员,
能够多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是我们的梦想
和追求。非常荣幸，我能够第三次出征太空，
在这里，我要真诚感谢我的祖国和人民，感
谢万千航天科技工作者，感谢他们的付出和
托举。我决心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当好一名
航天员。

记者：请问陈冬，你在2010年成为第二
批航天员，等待6年迎来自己第一次飞天，和
你预期相比快还是慢，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
外？与第三次飞天的景海鹏一起执行任务，
是怎样一种感觉？

陈冬：我感到，这次任务来的时机刚刚
好。景海鹏在工作中，是我的老师，在生活
中，是我的兄长。他工作非常认真，经验非常
丰富，这次能与景海鹏组成飞行乘组，我觉
得很幸运，心里很踏实，非常有底！

记者：请问景海鹏，听说首批航天员有
一部分已经停航停训，你也面对过一次落
选，一次备份。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既充满竞
争又充满浓浓战友情的团队的？

景海鹏：你说的没错，我经历过五次选
拔，包括一次落选、一次备份。作为一名航天
员，每迎接一次飞行任务，就要按统一标准
重新选拔，确实存在着竞争。一个团队只有
竞争才能出战斗力，但航天员这个团队除了
竞争，更有携手并肩、传承帮带，一旦乘组定
下来，其他战友就会送上掌声，全力以赴支
持入选乘组。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此时此
刻，我的其他战友正在飞控岗位严阵以待。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与我们一同

“飞行”。我感到，航天员是勤奋的集体，是团
结的集体，是自律的集体，是乐于奉献的集
体，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团队，生活在这个
团队很幸福。

积极备战

记者：请问陈冬，这是你第一次执行航
天飞行任务，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陈冬：自从我们加入航天员队伍以来，
就一直在做各项准备，在思想、身体、心理、
专业技能等方面接受全面训练，为每次任务
打牢基础。此外，针对每次任务，还要进行专
项训练。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重点提高了应
急情况处置能力、医学急救互救能力、空间
实验能力。我感到，只有把地面训练当做太
空实战，才能在太空实战中自信从容。

记者：请问景海鹏，面对即将开始的第
三次飞行，你感觉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变化？
如果有，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景海鹏：面对每一次任务，我都会从零
做起、全力以赴，做最好的自己。这是不变
的。当然，经历了18年航天员职业的磨练，历

经了两次飞天的考验，变化是必须的，我更
加成熟、自信、坚毅果敢，心态更加平和阳
光，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感激和感恩。能
够再一次接受祖国的检阅，我想这不仅是我
的变化，也是我们航天员团队的最大变化。

记者：请问陈冬，你们将如何进行这些
实验？是否曾在地面做过相关训练准备？期
待实验取得什么效果？有什么话想对香港

“小设计师”说？
陈冬：香港中学生提出的三个科学实

验，分别是太空养蚕、双摆和聚合物薄膜实
验。他们设计了适合在轨飞行开展的实验方
案，充满了奇思妙想，将给我们这次太空之
行增添许多趣味。我们在地面已进行了充分
的训练，将在天宫二号组合体运行期间开展
实验，相信能达到预期的实验效果。这里，我
想对包括香港“小设计师”在内的热爱航天
的青少年说，期待有一天，你们也能加入我
们的行列，飞上太空亲自探索宇宙的奥妙。

展望未来

记者：请问景海鹏，按照计划，中国空间
站将于2020年前后建成，届时你已经54岁
了，有什么期待吗？

景海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的太空
家园，是每一名航天员的梦想宿营地，我当
然充满期待。据我所知，世界上有的航天员
已经飞行 7 次，有的航天员已经累计飞行
800 多天，有的航天员一次任务飞行 400
多天，我还得向他们学习。对空间站来说，
我还是一名新兵，我期待着为空间站建设
发展多作贡献，只要祖国需要，我坚决听从

召唤。我也非常期待用我对航天事业的热
情和多次飞行的经验，为航天员队伍建设
多作贡献。

记者：请问陈冬，据我了解，这次任务的
作息将采取“6+1”模式，也就是说每工作6天，
会有1天休息，业余时间你怎么度过？

陈冬：这是我首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
我会珍惜在太空中的每一刻，一定会多看
看窗外的美景、美丽的地球和祖国，还会尝
试做一些地面做不到的事情，有空的话会
看看家人和战友的照片、听听音乐、写写日
记，真是非常期待啊！不过，这次任务安排
的各类试验还是挺多的，我们还要抽出一
部分时间，进行前期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
作准备。总之，就是细致工作、健康生活、享
受失重。

记者：请问二位，此时此刻，想对自己家
人说些什么？

陈冬：感谢媒体朋友问这个问题，让我
能够和家人说说话。这么多年，我的家人一
直为我的事业默默付出，陪伴着我，支持着
我，让我能够有机会实现梦想。军功章也有
他们的一半，必须有他们的一半。

景海鹏：刚才陈冬说的也代表了我的
心声,我想对航天员大队的战友们说,你们
也是我的家人。18 年来,咱们一起工作、训
练，一起追求梦想。我还想对所有的航天人
说，你们也是我的家人，你们默默奉献，用
心血、智慧和汗水托举我们飞上了太空。请
家人们放心，我和陈冬已做好准备，将带着
家人共同的梦想去执行任务，一定用尽善
尽美的表现，向祖国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带着梦想飞行 珍惜太空时光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答记者问实录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神舟十一号飞船即将带
着两名航天员开始为期一个
月的太空之旅了。与神舟一
号到神舟十号这些“哥哥”们
相比，神舟十一号有哪些不
同之处呢？

“神舟十一号的特点是，
飞得更高，实验更多，时间更
长。”神舟十一号飞船由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飞
船的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
统，简称 GNC 分系统，承担
着飞船从起飞到返回的全部
运动控制任务。神舟十一号
飞船 GNC 分系统指挥罗谷
清告诉记者，神舟十一号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中
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一个过
渡，需要为建造载人空间站
做好准备，因此具备了这三
个与“哥哥”们不同的特点。

飞得更高，是因为未来
的载人空间站轨道位置比较
高。过去，神舟十号与天宫
一 号 对 接 时 ，轨 道 高 度 是
343 公里。而神舟十一号和
天宫二号对接时的轨道高度
是 393 公里，比过去高了 50
公里。这与未来空间站的轨
道高度基本相同，飞行也更
加接近未来空间站要求。飞
得更高对飞船的要求也更
多，这意味着交会对接时飞
船的控制与神舟十号不一
样，还需要连续变轨。

实验更多，是因为这次
飞行要进一步考核神舟飞船
作为人员物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的性能。任务期间
神舟十一号要进行 4 项在轨试验项目：宽波束中继
在轨验证试验、变轨控制验证试验、帆板任意偏置角
跟踪太阳功能验证试验和微生物控制试验。通过这
些试验进一步验证飞船设计功能，获取和积累载人
环境相关的飞行试验数据。

时间更长，是因为此次任务中，航天员需完成组
合体 30 天中期驻留任务，比神舟十号的 15 天多了
一倍。在这一个月中，要保障航天员的生活健康，也
要保证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飞船在驻留、应
急、返回方面的保障能力就比过去增强了。

“为了满足神舟十一号飞得更高、实验更多、时
间更长的需求，我们对神舟飞船进行了改进设计，神
舟十一号的技术创新亮点有4个。”罗谷清说。

第一个亮点是天地联系更紧密了。神舟十一号
飞船上配备了宽波束中继子系统，它能极大提高中
继终端使用范围和工作能力，确保天地链路可靠
性。罗谷清说，“飞船在天上飞，最好跟地面时刻有
联系，地面站覆盖不到时，就需要通过中继卫星转接
信号。这次我们加了宽波束，是为了争取让航天员
每时每秒都能与地面连接上”。

第二个亮点是交会对接。光学成像敏感器是交
会对接的眼睛，这一次交会对接的眼睛升级了。在

“天宫二号”及以后的空间站任务中，交会对接会变
成一项常态化任务，对接环境也将更复杂，这就对光
学成像敏感器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神舟十一号与
天宫二号的对接，采用新一代光学成像敏感器
CRDS。CRDS抗杂光的能力更强，即使在太阳强光
直射时，“眼睛”也不会被“亮瞎”，具备了在苛刻光照
条件下准全天候稳定测量能力，极大地提高了交会
对接的可靠性。

第三个亮点是中期驻留。神舟十一号在配置上
进行了优化，存储了更多食品、饮水等航天员支持用
品，满足航天员驻留需求。飞船上设有应急返回系
统，以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出现问题，飞船可以马
上分离返回。有自控系统，也有手控系统，都可以应
急返回，确保航天员安全。”罗谷清说。

第四个亮点是优化热控设计。神舟十一号与天
宫二号对接成功后，航天员要在组合体中完成30天
中期驻留任务，这么长时间的驻留工作必须保证能
源供应，这就需要太阳能帆板长时间对准太阳，为此
组合体需要连续偏航。而在连续偏航过程中，有一
些设备会长期对着太阳，还有一些设备长期晒不到
太阳。因此，神舟十一号飞船的热控设计进行了相
应改进，以消除组合体连续偏航引起的返回舱温度
过低、设备容易结露的风险，和推进舱、贮箱、发动机
温度过高可能超上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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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了，，还记得还记得
在太空等了它一个月的天宫二号吗在太空等了它一个月的天宫二号吗？？一个月前一个月前
的中秋之夜的中秋之夜，，天宫二号带着各类空间科学实验天宫二号带着各类空间科学实验
与探测项目升空与探测项目升空。。多家单位负责研发的多家单位负责研发的1414项项
应用载荷应用载荷，，在这个太空实验室中大显身手在这个太空实验室中大显身手。。现现
在它们的进展如何了在它们的进展如何了？？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空空
间应用系统有效载荷自间应用系统有效载荷自20162016年年99月月1515日随日随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后，，陆续进行陆续进行
了加电自检了加电自检、、在轨初始状态设置和初步功能在轨初始状态设置和初步功能
测试测试，，截至目前已获取了一批相关典型区域截至目前已获取了一批相关典型区域
图像和科学实验数据图像和科学实验数据。。空间应用系统天宫二空间应用系统天宫二
号任务有效载荷研制单位号任务有效载荷研制单位、、相关科学研究及相关科学研究及
应用单位对获取的测试数据进行了初步分应用单位对获取的测试数据进行了初步分
析析，，分析表明各有效载荷和在轨支持设备运分析表明各有效载荷和在轨支持设备运
行正常行正常，，性能稳定性能稳定，，状态良好状态良好。。数据的获取数据的获取、、传传
输输、、接收接收、、预处理正常预处理正常，，为后续在轨测试及试为后续在轨测试及试
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空间冷原子钟实验成功进行了冷原子的冷空间冷原子钟实验成功进行了冷原子的冷
却却、、抛射抛射、、选态选态、、微波相互作用和探测微波相互作用和探测，，在国际上首在国际上首
次获得了微重力环境下冷原子钟信号次获得了微重力环境下冷原子钟信号。。

宽波段成像仪在国内首次实现航天多角度偏宽波段成像仪在国内首次实现航天多角度偏
振成像振成像，，获取了大量海洋获取了大量海洋、、陆地及大气高质量光谱陆地及大气高质量光谱
图像以及独特的云相态图像以及独特的云相态、、气溶胶等信息气溶胶等信息。。

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海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海
面三维形态的星载干涉观测成像面三维形态的星载干涉观测成像。。

紫外临边成像光谱仪的前向光谱仪和环形成紫外临边成像光谱仪的前向光谱仪和环形成
像仪获取多组连续光谱和多方位大气数据像仪获取多组连续光谱和多方位大气数据，，实现实现
了了1010--8080kmkm大气临边光谱辐射亮度反演大气临边光谱辐射亮度反演。。

⋯⋯⋯⋯
伴随卫星在轨贮存期间完成巡检工作伴随卫星在轨贮存期间完成巡检工作，，将在将在

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对接形成组合体后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对接形成组合体后，，根据根据
飞行程序释放飞行程序释放，，并实施飞越观测并实施飞越观测。。

据悉据悉，，空间应用系统有效载荷将于空间应用系统有效载荷将于20172017年年44
月完成在轨测试月完成在轨测试，，55月转入试应用阶段月转入试应用阶段。。文文//惠惠 敏敏

天宫二号的科学实验进展

1010月月1717日日77时时3030分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升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惠敏佘惠敏摄摄

▶ 图 为 两 名 航 天 员 景 海 鹏
（右）和陈冬在任务节点顺利完成后
挥手致意（摄于北京航天指挥控制
中心指挥控制大厅大屏幕）。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 图为航天员景海鹏（左）、陈冬在出征前挥手。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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