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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代
神舟飞船秋日再叩苍穹，今后“一年两次发射”将成常态

据新华社电 大漠戈壁秋浓如酒，绚
烂胡杨再送神舟。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10
月16日在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的托
举下点火升空，开始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
长的载人飞行，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成功入驻天和核心舱，中国空间站有
人长期驻留时代到来。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
的第21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2
次载人飞行任务。

0时23分，乳白色的长征火箭点火起
飞，熊熊燃烧的尾焰点亮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上空夜幕。这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首
次从应急备份状态转为正常发射状态。

有“神箭”美誉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是我国唯一一型载人运载火箭，从今年开
始采取“发射1发、备份1发”及“滚动备份”
的发射模式，意味着今后“一年两次发射”
将成为常态。

约582秒后，船箭成功分离。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宣布：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
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

自6月17日至今的短短4个月间，这个
中心两送神舟飞天，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2022年，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也将从这里踏上太空之旅。

此时，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
号组合体正在深空静待家人的到来。自4月
29日升空后，天和核心舱稳定在轨运行、功
能性能正常、设备状态良好。

6时56分，神舟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
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
船构成四舱（船）组合体，整个交会对接过
程历时约6 . 5小时。这是我国载人飞船在

太空实施的首次径向交会对接，即通过天
和核心舱下方对接口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并
对接。

在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
进入轨道舱。按程序完成各项工作后，翟志
刚开启天和核心舱舱门，北京时间2021年
10月16日9时58分，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翟
志刚、中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第一次
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叶光富先后进入天和核
心舱，中国空间站也迎来了第二个飞行乘
组和首位女航天员。他们将开启为期6个月
的太空生活。6个月，也将成为中国空间站
运营期间航天员乘组常态化驻留周期。

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是中国载人
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2010年立项，
目前已进入空间站建造的关键时期。空间
站在轨建设分为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空
间站建造两个阶段进行。神舟十三号任务
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胜之战、
收官之战，也是空间站在轨建设过程中承
前启后的关键之战。

神箭冲碧宇，天和傲苍穹。从无人飞行
到载人飞行，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一
人一天到多人长期驻留……中国载人航天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29年前制定的发展战
略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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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0时23分，真是激动人心的时
刻！”10月16日上午，在王亚平的家乡烟
台福山区张格庄镇，镇党政办副主任林
景虹高兴地说，“今天凌晨看直播，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作为亚
平的家乡人，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向
亚平表达家乡人最诚挚的祝福。”

林景虹说，张格庄镇是“中国樱桃第
一镇”，王亚平也曾为家乡的樱桃代言过。
如今，福山大樱桃、张格庄大樱桃已经成
为享誉全国的品牌。据了解，王亚平家以
前有四五亩樱桃地。在福山区张格庄镇大
樱桃博物馆里，播放着一段王亚平在2018

年为家乡录制的一段饱含深情的祝福视
频：“大家好，我是航天员王亚平，一个土
生土长的福山人。”视频中的王亚平微笑
着说，“离家这么多年，最心心念念的，还
是我的家乡。”她说，想念门楼水库旖旎的
风光，想念漫山遍野、娇艳欲滴的福山大
樱桃，更想念那唇齿留香、鲜香美味的正
宗鲁菜。视频最后，王亚平不忘化身家乡
的“推介官”，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如
今，福山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美，真诚
地邀请您到我的家乡——— 福山。”

“作为儿时玩伴，挺为她感到骄傲和
自豪。”王亚平村中邻居梁雅萍说，因两
家父母的关系很好，她俩可以说是从小
玩到大，“我眼中的王亚平活泼开朗、爱
说爱笑，大大的眼睛很有神。”

梁雅萍回忆称，以前在学校每年的运
动会上，都能看到王亚平的身影。“她跑步
很厉害，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那就是风一样
的女子。每一次都是跑得、跳得汗流浃背，
但是她从来不喊苦喊累，没有小女生的娇
气，身上有着一种坚忍的力量。”

“不仅是王亚平，他们一家人都很朴
实，就像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低调、踏实、
勤恳地做事情。”多年后，梁雅萍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恰巧还是王亚平妹妹的班主任，

“她结婚后就很少回村里，但是她对妹妹非
常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向我询问妹妹的
学习情况，能提供哪些帮助等等。”

时隔八年，王亚平再次开启太空之
旅，梁雅萍泪光闪烁地说，“她这一路走来
真的特别不容易，希望她平平安安归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钟建军 张菁 吕奇 杜晓丹

烟台籍女航天员王亚平再“飞天”，
牵动着家乡父老的心，亚平母校的老师
也一直牵挂着她。

“看直播看到凌晨2点多。”16日，在
王亚平的母校——— 烟台福山一中，王亚
平的高二班主任赵佳海红着眼眶说，“太
激动了，为她感到骄傲。我算了一下，她
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福山11万亩樱桃花
盛开的时候，期待着亚平回来看花海，我
们在家等着她！”

谈起高中时代的王亚平，赵佳海说，

1994年至1997年，王亚平就读于福山一
中，他是亚平高二时的班主任，也教了她
3年数学。“她学习刻苦努力，是一名品学
兼优的学生。”赵佳海说，“做什么都冲在
前面，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身上带着一
股不服输的劲儿。”

高中三年的相处，让王亚平和赵佳
海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两人至今保
持着联系。赵佳海说，“亚平过年、过节都
会给我发信息，每次回家也都来看我。作
为她的老师，我感到非常高兴。”

“那时候的亚平很瘦、扎着马尾辫、
眼睛炯炯有神。”王亚平读高三时的班主
任吕家明回忆说，亚平一直是个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各种活动。交给她工作，她都会非常
踏实地干，而且不张扬，属于取得了成绩

也不骄傲的那类孩子。“亚平是个非常懂
得感恩的孩子，她当上飞行员后给我打
了电话。”吕家明说，“她当时在电话里
说，队里管理很严格，训练也很忙碌，她
没有时间来看我，只能电话里表达对老
师的感谢，而且还给我的孩子买了个娃
娃玩偶，放到了学校的传达室，让我记得
去取。”

时隔多年，吕家明再见王亚平，便是
神舟十号飞船成功返航后。“2013年，她
圆满完成神十的太空任务后，回来与高
中的老师、同学们一起聚了聚，那时候的
亚平更加成熟稳重了。”

此次，王亚平再次踏上太空之旅，赵
佳海、吕家明等母校老师在激动兴奋的
同时，也满含着牵挂，“祝愿她能顺利完
成使命，平安归来。”

家乡人为王亚平送上诚挚祝福：

她这一路不容易，希望平安归来

高中时代恩师喊话王亚平：

静待归来，共赏樱桃花海

神舟十三号飞船成功升空，电视
直播画面显示，三名航天员在升空时神
态比较放松。这样轻松的画面，不禁让人
想起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
航天员杨利伟曾经历的

“难以承受的”26秒。在《太
空一日》一文中，杨利伟回
忆称，“痛苦的感觉越来越
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
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觉
得自己快不行了。”

让杨利伟“难以承受”
的源头是共振，这曾是一
个世界级的航天发射难
题，不仅中国研制的火箭
有这个问题，国外的火箭
也有。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大力神火箭在发射过
程中，就曾经出现过持续
30秒的振动。

如何让中国航天员不
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消除
火箭飞行失败的隐患？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所属
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试验
人员经过测算、分析后认
为，“病根”可能出在氧化
剂上，当氧化剂中燃料的
振动频率和火箭结构的振动频率接近的
时候，很可能会发生结构与液体耦合的
发散振动。在理论分析后，该所试验人员
随之进行全箭模态试验和氧化剂管路液
体特性试验。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分析、
计算等，试验人员最终得出结论，问题就
出在火箭产生了POGO振动。这一结论
印证了他们之前的推测。

在找到问题根源后，一院研制团队
进行改进，原本长征二号F遥五运载火
箭的助推器蓄压器上装有两个膜盒，到
了长征二号F遥六运载火箭时，膜盒减
少至一个。这种改进成效明显，长征二号
F遥六运载火箭发射“神舟六号”飞船
时，振动量级和振动时间都减小了，航天
员反映振动轻多了。

“轻多了”意味着研究方向是对的，
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为此，研制团队继
续优化设计，将助推器蓄压器改成了“变
能量蓄压器”，在不同飞行时段采用不同
PV值的蓄压器，该装置能够吸收燃料振
动时产生的能量，改变燃料的振动频率，
火箭就不再产生POGO振动。

长征二号F遥七运载火箭发射“神
舟七号”后，航天员聂海胜反馈称，“我们
乘坐的火箭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
动。”短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一院已经攻克
了共振的难题。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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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烟台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13
所，在空间站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中承担
了仪表控制器、控制器产品、宽波束中继S
终端、断接器、环控检测装置、调理电路、
接口装置等相关产品的研制工作，以上产
品均在神舟十二号飞船中实现成功应用。

该团队研制的28台通用计算机，是空
间站核心舱相关分系统的“控制大脑”，负
责数管、热控、环控、仪表与照明、空间技
术试验以及总体电路共六个分系统的数
据处理、控制管理以及健康管理等工作。

该团队为航天员研制了专属的太空
马桶，根据男女航天员的不同生理结构特
点设计，可以在风机作用下，产生稳定、可
靠的气体流场，能够使排泄物克服微重力
影响完成收集，并实现抽真空封装存储等
后处理流程，解决了细菌滋生和长期贮存
的难题，是航天员专属的清洁卫士。

“控制大脑”、太空马桶
都是咱烟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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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航天员翟志刚(中)、王亚平(右)、叶

光富向全国人民挥手致意的画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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