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于2024年10月30日11时00分，成功

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

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进驻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

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

舱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2 时 51 分，在轨执行任

务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

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

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

站，“70 后”“80 后”“90 后”航天员

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

5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

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

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

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其间，6名航天

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 5天

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在 空 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

舟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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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征

10 月 30 日凌晨，神舟十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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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梦园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

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

下达“出发”命令，蔡旭哲、宋令东、

王浩泽 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月30日凌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浩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90后”访客。

发射

当日凌晨 4 时 27 分，搭载神舟

十九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

九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

火发射，约 10 分钟后，神舟十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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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

务的航天员乘组由蔡旭哲、宋令

东、王浩泽 3 名航天员组成。其中，

航天员宋令东、航天员王浩泽为首

次执行飞行任务的“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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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载人飞行任务，是工程立项

实施以来的第 33 次发射任务，也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43 次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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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发射点火发射

神十九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中国航天太空
“全家福”上新

保障

毫米级跟踪精度
测控“牧星人”护航飞天路

火箭点火起飞后，测控人员

要持续跟踪测量火箭在上升段的

飞行状态，为飞船逃逸、火箭安全

控制提供实时测量数据支撑。他们

也被称为“牧星人”。

火箭在高速飞行过程中，航天

测控不仅要跟得上，更要跟得稳、

测得准。近年来，测控区对雷达测

量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能更准确地

捕捉到目标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岗

位操作手也都有一手绝活儿，能达

到毫米级的跟踪精度。

本次任务已是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吴建霖参与的第 8次载人航天

任务，确认每一台参试设备按照技

术要求状态设置，是保障任务圆满

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要把

隐患消除在任务实施前。”吴建霖

说，通过屏幕上数据线条的变化、

抖动、中断，他和同事可以敏锐地

发现异常情况。

故障检测处理系统和逃逸系

统是载人火箭独有的系统，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李文的愿望是，他

所经历的每一次演练过程，在任

务实施过程中永不出现。他的工

作岗位在逃逸安控间，这是在运

载火箭出现飞行故障后，确保航

天员及时远离危险区域并安全返

回地面的重要决策指挥场所。

在这里，李文和同事一次次

为火箭“找茬儿”，不断利

用 仿 真 手 段 在 各 个 关 键

环节寻找薄弱点。在火箭

上 升 段 的 多 种 故 障 模 式

中 ，最 紧 急 时 ，留 给 指 挥

员 发 出“ 逃 逸 ”口 令 的 时

间 仅 有 数 十 秒 。“ 在 这 短

暂的时间内能做多少事，

取 决 于 我 们 掌 握 的 专 业

知 识 以 及 日 常 训 练 水 平

是否过硬。”李文说。

“龙马”奔腾踏九霄
——记神舟十九号航天员

又是一年金秋季，“龙马”奔

腾踏九霄。10 月 30 日凌晨 4 时 27

分，新的“龙马组合”从这里腾空

而起，飞赴天宇。

蔡旭哲
最短时间重返“太空家园”的航天员

时间过得真快。太空中忙碌充

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蔡旭哲又要

重返太空了。不同的是，他这次是

神舟十九号乘组指令长。

22 个月，他完成了从隔离恢

复到正常训练、再到备战神十九

的全过程，成为目前我国执行两

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航天员。

2022年6月5日，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飞赴太空。巧

合的是，陈冬、刘洋的属相也是马。

细数那半年，蔡旭哲亲历了中

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

随着问天舱、梦天舱先后与核

心舱相连，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升级

为容积约110立方米的“三居室”。

他第一个将睡眠区搬进了问

天舱，担负起值守任务。工作之余，

他喜欢透过舷窗眺望地球，特别是

当空间站飞过家乡河北深州上空

的时候。

2022 年 11 月 3 日，他见证了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

完成。不久后，中国空间站全面建

成，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太空

家园”。

“作为一名航天员，我很幸运，

生在一个伟大的祖国，也很骄傲，

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他说。

2022 年 11 月 17 日，随着核心

舱与问天舱、梦天舱舱间连接装置

安装完成，我国在三舱舱外搭起一

座“天桥”。

那一天，蔡旭哲第一个通过这座

“天桥”，首次实现跨舱段舱外行走。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通

过天地通信链路，他的声音从太

空传到北京。

别离之际，神十四号、神十五

号两个乘组进行工作交接，6 名航

天员在确认书上分别签下自己的

名字，从“太空会师”的那一刻起，

中国空间站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

模式。

次日，蔡旭哲在日记中写道：

“2022 年 12 月 3 日，小麦最后一次

浇水。合影，舍不得离开。”

又一次出征在即，又一次相逢

在即。

这一次，蔡旭哲将带领两名

“90 后”飞赴苍穹。他说：“我们虽

然有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但我们

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为国出征、

为国争光。”

今年是龙年，右臂佩戴着的

神 舟 十 九 号 飞 行 任 务 标 识 也 有

“中国龙”的纹样 ，属龙的他说 ：

“龙和马这两个属相在中国传统

文化里都有着很好的寓意。相信

我们在天上能够圆满展示‘龙马

精神’，安全、顺利、稳妥完成各项

既定任务。”

宋令东
我国首个飞天的“90后”男航天员

1990 年 8月，宋令东出生在山

东曹县一个农村家庭。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天不

亮就下地给棉花苗掐尖，以期长出

更好的棉花。“就算是种庄稼，父亲

也要做最好的庄稼汉。”宋令东说。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他

一岁半时，骑着三轮车到县城整日

走街串巷卖凉皮。只有在除夕那

天，一家人才难得团圆。

“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他们却

从不在我面前抱怨。”宋令东说，父

母带给他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坚

韧和乐观。

21 年前，13 岁的他观看神舟

五号成功发射，飞天梦想的种子就

此萌发。

高中毕业前夕，宋令东报名参

加空军招飞，选择了离太空更近的

天空。录取通知书送达家中那天，

母亲激动得放声大哭，父亲却把录

取通知书锁进柜子，生怕它会长翅

膀飞走。

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刚上

大学时教员说的一句话，让宋令东

热血沸腾。他暗自发誓：“我，就要

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这个目标，

也成为他奋进路上的强劲动力。

毕业后，他成为空军航空兵某

旅首位“90 后”三代机飞行员，经

常驾驶新型战机翱翔祖国蓝天，圆

满执行多项重大任务，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

“有时候也会想，我还能飞得更

高吗？”宋令东说，2018年，第三批航

天员选拔，再次点燃了他的飞天梦。

2020 年 9月，他正式加入我国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队伍。

入队时，宋令东的成绩很突

出。然而，一次重要任务选拔他却

榜上无名。

欲“问天”，先问己。宋令东决

意要改变自己。不管是训练工作，

还是生活中，他都刻意让自己的节

奏慢下来、稳下来、静下来。为了磨

炼心性，他还特意学习钓鱼。

操作上，宋令东不再追求速

度，而是稳中求进，各项训练成绩

也 稳 步 提 升 。2023 年 ，经 全 面 考

评，他成功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乘组。

“能够为国出征，我深感荣幸。

我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跑好飞

天接力棒，展示好‘90 后’形象，将

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飞天在即，

宋令东满怀信心地说。

王浩泽
我国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

“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是

春的女儿。”1990 年春天出

生的王浩泽说，她母亲的名

字里也带有“春”字。

王浩泽说，母亲是自己

心中的偶像。“妈妈一边干

农活，一边自学考上大学，

靠 自 己 的 努 力 改 写 了 命

运。”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王

浩泽从小就知道，必须比别

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争取

到理想成绩。

正是靠着这股“要比别

人多努力些”的劲儿，她考

入东南大学热能与动力工

程专业。读研期间，王浩泽

跟随导师研究等离子体爆

震。面对从未涉足过的领

域，压力非常大，一向相信

努力会有收获的她也不由

得开始质疑自己。

“如果你不感兴趣就不

认真做，也许以后遇到感兴

趣的事，也没有认真做事的

习惯了。”导师的话让她醍醐

灌顶。

研究生毕业，这个从河

北滦平走出来的女孩来到航

天科技集团，从事火箭发动

机预研工作。在这里，王浩泽

报名并通过了我国第三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成为我国首

个女航天飞行工程师。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唯一的

女性，王浩泽同其他航天员一起，

开始在训练中挑战生理心理的双

重极限。

不服输的她主动找教员一遍

遍加练，反复揣摩手抓握扶手的位

置、反光镜的方位和身体姿态的扭

转角度。慢慢地，她找到了巧劲儿，

动作能一气呵成。

每次大型训练后，王浩泽都会

写个训练小结，这是心得体会，更

是激励自己勇往直前的战斗宣言。

48 小时沙漠野外生存训练，

王浩泽这样记录：晴天炎热，下雨

寒冷，既感受到了沙漠温差几十摄

氏度的残酷，又领略到躺在伞布上

看着漫天星汉灿烂的浪漫柔情。

72 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

训练，王浩泽这样描述：在一个门

窗紧闭的房子里，时间长得让人如

坐针毡，脑袋却如放弃治疗一般逐

渐低垂，只能靠胳膊苦苦支撑……

结束海上训练后，王浩泽这样

写道：直升机掀起的风浪直扑过

来，即使背过身去也能感觉到呼啸

的海风拍打着后脑勺，耳朵根被浪

花“一刀刀割着”。

2023 年，王浩泽被选入神舟

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她说：

“我相信在指令长的带领下，在天

地一心的默契配合下，我们乘组一

定会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这个秋天，“春的女儿”将迎来

又一次收获。

文/图 据新华社、北京晚报

揭秘

优化布局搭载更多物资
神十九飞船“肚量”更大

神十九飞船与神十八飞船

是组批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

可以说是“双胞胎”，在神十八

飞船执行任务时，神十九飞船

作为救生船在发射场应急待

命。目前，神十八飞船已经在轨

运行 6个月，各平台的运行参数

和状态都保持良好，测试数据

均正常回传。

结 束 了 半 年 的“ 站 岗 ”待

命，神十九飞船除了要安全护

送 3 名航天员抵达空间站，还

要同时携带水、食品等航天员

短期所需的物资。“飞船上行

和下行能力的提升，一直是我

们研制团队在努力挖掘和优

化的方向。”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陈同祥介绍，要让神舟飞船

有能力搭载更多的物资，就必

须不断调整优化舱内布局。以

能源系统为例，自神十八飞船

起，飞船的主电源储能电池由

镉镍电池更改为锂离子电池，

其不仅能量密度更高、稳定性

更强，自身质量也更轻。现在，

它 经 受 住 了 飞 行 6 个 月 的 考

验，运行状态良好。

在本次任务中，神十九飞

船在不改变主体技术状态的前

提 下 ，装 载 能 力 又 有 一 定 提

升。“我们开展了系统设计，并

且 提 前 进 行 了 安 装 模 拟 ，对

载荷增加后飞船的姿态、振动

频率等技术状态都进行了确

认，确保满足发射任务状态要

求。”陈同祥说，这次，飞船装

载的货物体积、质量、数量都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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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会师”

航天员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