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中）、朱杨柱（右）、桂海潮。
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景海鹏、航天

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家桂海潮 3 名航天员组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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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5月 29 日电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 5 月 29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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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林西强在会上表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驻留约 5 个
月，计划于今年 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林西强介绍，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二次
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
务，任务主要目的为：完成与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轮换，驻
留约 5 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载荷在轨实（试）验，实
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气闸舱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安装
及空间站维护维修等任务。

飞行任务期间，神舟十六号乘组将迎来 2 次对接和撤
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的再对接和撤离以及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将开展电
推进气瓶安装、舱外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将完成辐
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
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在轨实
（试）验，有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频系统、
广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科
学成果；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让载人航天再
次走进中小学生课堂。

太空驻留 5 个月
计划 11 月返回

新华社酒泉 5月 29日电 我国瞄准北京时间 5 月 30 日
9时 31分发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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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9 日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
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林西强说，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

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5 月 30 日 9 时 31 分发射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和桂海潮
组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航天员景海鹏先后参加过神舟
七号、九号、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朱杨柱和桂海潮都是首
次飞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 F 遥十六运载火箭产品质量
受控，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
备运行稳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林西强说，按
计划，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
合体。

我 国 瞄 准 今 日 9 时 31 分
发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景海鹏 四度飞天第一人

举重若轻，镇定自如。第 4 次站在问天阁与中外记
者见面的景海鹏从容依旧。

从首次太空的 2天 20小时 27分钟飞行，到神舟九号
的 13 天宇宙遨游；从太空 33 天的中期驻留，到这次即将
开始的约 5 个月驻留“天宫”，景海鹏成为四度飞天的中
国航天第一人。

“为什么还要飞？”记者问。
景海鹏说：“作为一名航天员，执行飞天任务、出征太

空是我的主责主业，就是我的工作。”
1998 年 1 月 5 日，景海鹏和 13 名战友一起，在鲜艳

的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为圆飞天梦，那些年，他晚上 12 点前几乎没有休息

过，也没陪家人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甚至没有陪父母过
一个春节。

2008 年 ，景 海 鹏 和 翟 志 刚 、刘 伯 明 乘 神 舟 七 号 飞
天。他们密切配合，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那天，出舱舱门刚打开，翟志刚准备出舱时，座舱内
突然传来仪表报警声：“轨道舱火灾！”危急时刻，正在返
回舱值守的景海鹏迅速检查仪器的各大系统，并与在轨
道舱的刘伯明进行判断排故，同时向地面报告：“仪表显
示轨道舱火灾，请地面检查确认。”

后经天地共同判定，此为仪表误报警，但“即使我们
回不去，也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铮铮誓
言至今仍让闻者动容。

天外归来后，景海鹏归零成绩、归零心态，又全力投
入到神舟九号任务备战训练中。

“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是祖国托举着我们飞天。”
他说，身体在天上可以飘，但是做人不能“飘”，更不能躺
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故步自封。

神舟九号任务要进行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每名
航天员都要熟练掌握。训练之余，景海鹏经常为自己“加
码”，到任务考核前，他已经在模拟器练习了 2000 多次，
是规定训练次数、时间的两倍。

2012 年 6 月，景海鹏作为任务指令长，与战友刘旺、
刘洋驾乘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圆满完成了
我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2016 年 10 月，景海鹏第三次执行飞天任务。这一
次，他带着年轻的航天员陈冬一起在轨飞行 33 天，首次
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

在太空的那段日子里，他不仅当好飞船“驾驶员”，还
要当好太空科学家，积极参与系统设计、产品研制、技术
攻关，出色完成了近百项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先后提出上
百条改进意见。

在进行太空跑台束缚系统验证试验时，数次操作都
宣告失败。但景海鹏没有轻言放弃，和陈冬反复琢磨、认
真体会，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实现了在太空中奔跑，为后
续航天员在空间站长期驻留时加强体能锻炼、有效防止
空间运动病积累了经验。

7年一瞬。
此间，景海鹏的岗位有过几次变动，但他始终没有忘

记自己是一名航天员的初心使命。在陆军某部任职期
间，他随身携带了所有飞行训练资料，定期和教员进行电
话沟通交流，利用周末回队训练考核。

600 个俯卧撑、600 个仰卧起坐、上千次跳绳成为他
每天的标配，飞行手册、操作指南加起来有 70多本，成千
上万条指令都已烂熟于心……景海鹏的身体素质和飞行
技能依旧优秀。

2022年 6月，景海鹏入选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
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指令长。前两次担任指令长时，景

海鹏和队友凭着“分秒不差、毫厘不失”的严谨作风，成就了
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和中期在轨驻留任务的圆满成功。

这一次，面对 2 名比自己小 20 岁、毫无飞行经验及
太空环境体验的队友组成的“跨代乘组”，景海鹏深感责
任重大。每次训练，他拿到操作指南后，都要求乘组独立
完成整个操作流程后再进行总结和讲解。他还带领乘组
对空间科学试验、航天员出舱活动、空间站维护维修、长
期飞行健康防护。

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景海鹏和两名年轻队友非常
默契，一个表情、动作和眼神，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说：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完成任务，用我们的双
手把所有科学家的心血汗水、智慧和梦想变成现实。”

朱杨柱 中国首个航天飞行工程师

5月 29日，成熟稳重的朱杨柱首次公开亮相。

身为空气动力学专业博士后、曾任大学教员、作为我
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载人飞行任务——对他来
说，这绝不仅仅是幸运，更不是偶然，而是执着追梦十余
载的成果。

打小，朱杨柱心中就有一个蓝天梦。他中学时代的
母校——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学是飞行员选拔基地之
一，学校里配置了一些飞行训练器材。他在学习之余，就
热衷练习那些飞行器材，尤其是有高难度的固定滚轮玩
得特别溜。

种种原因，他没能成为飞行员，但高考填报志愿时坚
决填报国防科技大学飞行器系统与工程专业。他说：“上
不了天，那就研究上天的东西。”为此，同学还给他起了个
外号叫“飞天猪”，这也成了他现在的微信名。

大学期间，朱杨柱先后攻读流体力学专业硕士和博
士学位，参与研究的项目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工程大队。给脚手架刷过漆，
搭建过工棚，装过暖气，支过混凝土模板……第一年，这
位曾长期泡在实验室里研究高科技的高才生，带着一群
战士天天在深山峡谷中摸爬滚打，踏踏实实地在工地上
干了一年。

之后，他申请攻读博士后，师从“八一勋章”获得者钱
七虎院士。 2017 年，朱杨柱被推荐进入航天工程大学，
负责建设力学基础实验室，在开展科研工作同时完成教
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就在他顺风顺水搞科研的时候，少年时代的飞天梦
想再次点燃。一次不经意间，朱杨柱得知第三批航天员
招选扩大范围，向相关领域招收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所
在的学校也在其中。

“虽然不能驾驶战机翱翔蓝天，但是如果能飞向更高
更远的太空，岂不是更加令人向往？我一定要试一试。”
朱杨柱说。

经过一轮又一轮严格的选拔后，他顺利过关，最终成
为中国第三批航天员。

通天之路，从来没有捷径。
手控交会对接，被称为“太空穿针”。刚开始，没有空

中飞行经验的朱杨柱操控起来非常吃力。航天员公寓
里，放置的那台手控交会对接桌面式训练器成了他课后
加练的地方。经过上千小时的训练，他最后形成了肌肉
记忆，实现了手控交会对接的精准操作。

大多数航天员面对水下训练都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
挑战，有狭小密闭空间带来的束缚感，有水下波纹导致的
眩晕感，以及体力不支等等。朱杨柱遇到的挑战则是上
脚限位器。将厚重的鞋子近乎盲操作地卡进脚限位器 2

厘米左右的卡槽缝里，原本就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他
的脚型比较小，穿着舱外服配套的鞋子后，脚在鞋里晃
荡，上脚限位器更加困难。经过反复试验，他穿上两双厚
袜子、两双薄袜子后，鞋子终于合脚了。

2022 年 6 月，朱杨柱入选神舟十六号乘组，在第三
批航天员中率先执行任务。

2023年 5月 29日，首次公开亮相的朱杨柱说：“作为航
天飞行工程师，我将在指令长的带领下，完成好空间站组合
体的日常使用、维护和维修任务，开展好载荷照料和实（试）
验工作，确保空间站更加高效、稳定、安全、长久地运行！”

桂海潮 中国首个载荷专家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黑瘦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5月 29日，随着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的公布，桂海
潮作为中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首个载荷专家第一次出
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参与到载人航天事
业中是一件幸福的事。保持好奇心、探索未知是我前行
的动力。”桂海潮说。

从小，他对科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套《中国少年
儿童百科全书》是他少年时代最为心爱的科普读物。

高考时，桂海潮以县城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此后 9年时间，他一路攻读完博士学位，继而赴国外
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成归国，他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成
为宇航学院的一名副教授。

2018 年，桂海潮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正当他在
自己的领域打算大展拳脚时，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
了——国家开始招募第三批航天员，其中，航天飞行工程
师和载荷专家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选拔。

他第一时间报名参选，通过层层严苛的选拔后，以载
荷专家的身份加入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队伍。

离心机训练中，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选拔
标准是 6G 的过载，但入队后所有人的训练标准都要达
到 8G。

第一次训练，桂海潮感觉胸腹部被牢牢压住，每一次
呼吸，都有撕扯的感觉，心率也偏高。他对自己的表现极
不满意。训练结束，他便找有经验的师兄们请教。爱琢
磨的他还找出了自己成绩不佳的症结所在——心理紧
张，身体素质、技巧不足，导致呼吸对抗动作做得不到位。

为此，他在以后的练习中不断修正，不但克服了 2G

的差距，训练成绩也从二级提高到一级。
转椅训练中，他一开始有些不适反应——冒虚汗、恶

心、头晕。不服输的桂海潮开始加练——每天练习 20 分
钟“打地转”，一只手抓着另一侧耳朵原地旋转。就这样，
练习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训练成绩也达到了一级。

第一次进行水下训练时，桂海潮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的身体姿态。

操作不好就反复练。第一次训练时，他就在水下反
复练习了四五个小时，衣服都湿透了，连手套里都是汗。
那一刻，桂海潮终于体验到什么叫手握不住筷子的感觉。

2022 年，桂海潮被确定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他非
常珍惜这次机会，但也感到压力满满。

“要是现在让你飞，你是不是有信心？”乘组刚成立
时，景海鹏这么问他，他选择了沉默，底气不足。

为了让自己的底气足起来，桂海潮开始制定学习计
划，晚上进行强化训练。

这次任务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
首次载人飞行，将要承担非常繁重的空间科学实（试）验
任务。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桂海潮承担了较多的实
验项目。这些实验领域跨度大，舱内外载荷数量、实验
项目多，实验设备、实验机柜精密，维护维修操作要求
高。训练中，他不但要知道操作流程，还要知道为什么
这么做。

通过刻苦训练，在一次次的磨砺和指令长高标准严
要求的传帮带之下，桂海潮的信心越来越足。

“你准备好了吗？”
飞向太空之前，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桂海潮十

分自信地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从技能上、身体上、
心理上都准备好了，我有信心迎接这次任务的挑战。”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酒泉 5月 29日电）

英 雄 为 国 再 出 征
——记神舟十六号航天员

这一刻，世人目光又一次聚焦中国西北巴丹吉

林沙漠深处——

2023 年 5 月 29 日 11 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

天 阁 ，万 众 瞩 目 的 神 舟 十 六 号 航 天 员 乘 组 正 式 亮

相：指令长景海鹏、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

家桂海潮。

追 梦 星 辰 大 海 ，英 雄 为 国 出 征 。 这 是 个 具 有

“全”“新”“多”特点的乘组：

首次包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

专家”3 种航天员类型；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

任务，也是我国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

太 空 飞 行 ；景 海 鹏 成 为 我 国 首 位 四 度 飞 天 的 航 天

员，也将是我国迄今为止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根据计划，他们将于 5 月 30 日 9 时 31 分乘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开始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同时也开启中国人第 11 次飞

向太空的征程。

新华社酒泉 5月 29日电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
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首
次登陆月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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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9日上午说。

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林西强表
示，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
施，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展月球
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
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
研、回”等多重任务，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已全面部署开展各项
研制建设工作，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
号）、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飞行产品，
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

2030 年前实现
首次登陆月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