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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创造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

太空出差半年太空出差半年 归来归来““感觉良好感觉良好””
本报记者 姜天骄

4 月 16 日 9 时 56 分，神舟十三号飞船返

回舱稳稳着陆于我国西北戈壁的东风着陆

场。再次听到那句既熟悉又亲切的“感觉良

好”，人们久悬的心终于落定。历时 180 余天

的太空之旅，航天英雄顺利完成全部既定任

务回到地球家园，标志着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安全返回把握“三个度”

航天员能否平安回家牵动着亿万人的

心。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介绍，神舟十

三号返回地球要依次经过轨返分离、推返分

离、再入、过黑障区、开降落伞等关键环节，还

要经过严酷空间环境和轨道条件的多重考

验，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在技术人

员的精心设计下，神舟十三号牢牢把握“三个

度”，确保航天员平安返回。

速度控制恰到好处。神舟飞船在轨道上

运行的速度大约为 7.8 千米/秒，接近第一宇

宙速度。要在如此高速的情况下确保航天员

的安全，就必须对返回地球后的最终着陆速

度进行控制。技术人员在飞船研制阶段开展

大量试验验证和数据判读，保证飞船在着陆

过程中逐步降速，最终将落地速度降至安全

区间。

温度控制火候适度。返回舱进入大气层

后，将与空气发生剧烈摩擦，舱体表面局部温

度可达上千摄氏度。为确保舱内温度安全舒

适，飞船依靠防热结构实现了对舱内的保

护。科研人员在舱体表面设计防热涂层，敷

设有一层烧蚀材料，当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

烧蚀材料升华脱落，带走大量热量，帮助舱体

迅速降温。

精度控制稳操胜券。神舟飞船返回犹如

“万里穿杨”，对于精度要求极高。为使返回

舱着陆在指定区域，必须控制好飞船着陆点

的精度。为此，技术人员为神舟十三号飞船

配备了一套“着陆轻功”，进入大气层后，

返回舱通过一系列姿态机动，巧妙

利用空气动力产生的升力，进

行航向和横向运动的控

制 ，精 准 调 整 预 定

着 陆 点 ，最 终

确 保 飞

船平安返回。

雷达“标尺”全程保驾护航

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科

工二院 23 所两部测量雷达全程保障，从神舟

十三号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就开始跟踪，为指

控中心实时提供测量数据，并为前方搜救提

供有效目标落点数据，护航返回舱平安落地。

返回舱进入大气层时，与空气激烈摩擦，

形成一个高温高压的电离气体层，返回舱被

包裹其中，与地面测控站之间的通信联络被

气体层隔绝，形成了黑障区。23 所自主研制

了一部相控阵体制的测量雷达，攻克黑障区

内返回舱对雷达存在隐身现象的难题，为返

回舱回家之途保驾护航。

当返回舱进入着陆段，降落伞对安全着

陆有重要作用，跟踪测量雷达从返回舱开伞

后开始对目标进行测量，全天时全天候工作

且无人值守，为落点预报和返回舱搜救提供

及时准确的数据信息，站好回收任务最后一

班岗。

多项首次刷新航天纪录

作为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射

的第二艘载人飞船，也是驻留太空时间最久

的神舟飞船，在此次任务中，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实现了多个“首次”，不断刷新中国航天

的新纪录，展现了中国航天科技的新高度。

首次实施径向交会对接。交会对接技术

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太空之吻”。径向交

会对接是“太空之吻”的升级版。神舟十三号

首次验证了径向交会对接技术，在入轨后 6.5

小时内与天和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交会对

接技术从 2011 年首次运用于载人航天工程

至今，已成功实施 15 次精准可靠对接，经历

了从无人到有人、从自动到手控、从几天到

6.5 小 时 、从 轴 向 对 接 到 径 向 对 接 的 创 新

突破。

首次执行应急救援发射待命任务。为应

对在轨停靠飞船无法返回的故障，空间站任

务阶段首次建立了应急救援任务模式，采

用“滚动待命”策略，在前一发载人

飞船发射时，后一发载人飞船

在发射场待命，通过在轨

停靠飞船和发射场待命飞船共同

确保在轨航天员安全。

首次实施快速返回流程。通过对

飞行任务时间进行合理裁剪和调整、压

缩操作时间，神舟十三号返回所需时间由

以往的 11 个飞行圈次压缩至 5 个飞行圈次，

进一步提高了返回任务执行效率，缩短了地

面飞控实施时间，增强了航天员返回舒适度。

成果丰硕经验宝贵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 6 个

月，这也将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员乘组常

态化驻留周期。180 余天的太空飞行中，3 名

航天员在地面科技人员支持下，圆满完成了

2 次出舱活动、2 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

动，开展了多项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项目。

太空授课被网友称为“大型沉浸式互动

网课”。首次变身太空教室的核心舱以每秒

7.68 公里的高速绕地球飞行，却依然保持课

堂画面清晰稳定，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天链”

中继卫星和地面各个测控站传送信号的能

力，为航天器与地面交流搭建起稳固“桥梁”。

首次出舱活动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

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

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

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第二次出舱活动则进

一步验证了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服、机械臂的

功能性能，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

航天员协同及天地协同能力。

任务期间，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还完

成了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在

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初步检验了利用机

械臂操作空间站舱段转位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验证了空间站舱段转位技术和机械臂大

负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

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年，我国将进入空间站工程建造阶段，

并将组织实施空间站问天舱、梦天舱、货运补

给等 6 次飞行任务，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

成在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此外，

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两个乘组 6 名

航天员还将在太空“会师”，并共

同在轨工作一周左右时间。

“届时，一个由三

个 空 间 站 舱 段 、

两艘载人飞船、一艘货运飞船构成的总质量

接近 100 吨，装载了包括空间科学、空间生命

科学、空间生物科学、材料科学等大量高水平

太空实验装置，承载了 6 名航天员的中国空

间站将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话语让我们对中国空间

站的未来充满期待。

又见英雄凯歌还

刘

亮

“欢迎英雄回家”“祖国万岁”

“中国加油”，刷屏的直播弹幕满载

着全国人民的关注和祝福，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于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 9 时 56 分，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

叶 光 富 结 束 长 达 半 年 的“ 太 空 出

差”，顺利回到地球怀抱。

首次在轨通过遥操作完成货运

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创下迄今为止中

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最

长时间，完成了一系列科研项目，采

用全新技术将返程时间压缩至 8 小

时，一项项新的中国航天纪录在此次

太空之旅中诞生。今年也是空间站

建造决战之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圆满完成，天宫

空间站即将进入建造阶段，浩瀚太空

将留下更多中国人的印记。

从天地连线到顺利降落，三名

航天员因为频频出口的“感觉良好”

被网民称为“感觉良好乘组”。良好

状态的背后是中国航天技术的全方

位“给力”。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

服，让航天员在更安全的环境下更

从容地漫步太空。航天员们在“天

宫”内拆快递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

了中国空间站的强大货运保障能

力。一声声来自太空的节日祝福和

生动的天宫课堂，依靠的是强有力

的天地通信系统。半年的驻留时间

也积累了航天员在微重力强辐射下

的工作生活经验，为后续空间站的

航天员长期轮值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

实施 30 周年。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三号”，从一人到多

人，从“一居室”到“多居室”，航天任务持续提质升级，从一日

往返到半年驻留，中国航天一路过关升级，以“停不下来”的节

奏勇攀高峰。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航天人队伍中，35 岁以

下的年轻人占比 80%以上，我们有理由对下一个 30 年充满

期待。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中国航

天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图景中的壮丽一帧，中国航

天员的从容豪迈就是新时代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展

现。又见英雄凯歌还，让我们学习和发扬载人航天

精神，在新时代征程中攻坚克难谱新篇！

迎 着 春 风 回迎 着 春 风 回““ 东 风东 风 ””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搜索回收目击记

春花烂漫之际，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

着陆场再次迎来最尊贵的客人——从太空

归来的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

4 月 16 日清晨，伴着晨曦的微光，一场

搜救大战开始打响。地面分队、机动搜救分

队、搜救预备分队等纷纷向预设待命点机

动。约 100 辆越野车组成的车队蜿蜒如长

龙，行驶在戈壁公路上。

7 时许，伴着螺旋桨旋转发出的轰鸣声，

5 架米—17 系列直升机成梯次起飞，在天空

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 各 号 注 意 ，我 是 北 京 ，下 面 呼 点 各

号⋯⋯”8 时 08 分，北京下达返回搜救任务。

道路封控分队、联合搜救分队、搜救回

收支援分队、搜救预备分队等陆续到达待命

点位，准备迎接飞船回家。

“北京，雄鹰报告，空中分队起飞，前往

待命空域，报告完毕。”在雄鹰调度员龙坤明

的指挥下，1 架指挥机、1 架通信机、1 架医监

医救机、2 架医疗救护机，像雄鹰一般翱翔

天际。

龙坤明是一位有着 12 年工作经验的老

航天，这是他首次担任雄鹰调度主岗。“雄鹰

调度主岗负责接收北京和东风的调度指令，

并根据调度指令和空中指挥员决策，指挥

5 架直升机对返回舱开展搜索工作，同时收

集各飞机在搜索阶段的实况信息，通过调度

上报北京和东风。”龙坤明说。

返回舱开伞，返回舱抛防热大底，5 架

直 升 机 开 始 收 拢 飞 行 ，地 面 分 队 、机 动 搜

救 分 队 前 出 搜 索 。 雄 鹰 高 飞 ，猛 士 驰 骋 ，

东 风 着 陆 场 奏 响 一 曲 天 地 协 同 的 搜 救 交

响乐。

9 时 56 分，返回舱在万众期待中安全着

陆，“太空出差”6 个月之久的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回到了地球的怀抱。

直升机降落后，空中分队队员迅速开始

现场处置。升旗手冯毅第一个冲到离返回

舱和医监医救机最近的地方，架设底座、旋

拧旗杆、展开国旗，一气呵成。“国旗的象征

意义非同一般，能在着陆现场升起国旗，特

别光荣”。

与此同时，建立警戒区、便携站架设、舱

内无水肼检测等工作有序进行。

“我要准备开舱门了，你们注意安全。”

苏黎明是神舟十三号搜索回收任务的开舱

手，平衡完舱内外气压，绑着寸带的苏黎明

缓缓拉开舱门，神舟十三号“01”航天员翟志

刚开始出舱。

“欢迎回家！”作为航天员“回家”见到的

第一个地球人，苏黎明向航天英雄们问好。

“北京，神舟十三号报告，返回舱已安全

着陆，01 感觉良好！”

“02 感觉良好！”

“03 感觉良好！”

不远处不远处，“，“欢迎航天员回家欢迎航天员回家”“”“向航天英向航天英

雄致敬雄致敬””的横幅在着陆现场格外醒目的横幅在着陆现场格外醒目，，表达表达

了着陆场全体工作人员对航天英雄的祝福了着陆场全体工作人员对航天英雄的祝福

和崇敬和崇敬。。

文文//奉青玲奉青玲 于亦洋于亦洋

图① 2021 年 10 月 15 日晚，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

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

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图② 2021 年 12 月 9 日，“天宫

课堂”第一课开课，叶光富在太空课堂

上授课。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图③ 1 月 31 日除夕，神舟十三

号航天员在遥远的太空专门发来视

频，向祖国和人民送上祝福。这是指

令长翟志刚拿着春联送上祝福（视频

截图）。 新华社发

图④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航天员王亚平向

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田定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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