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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天宫”第一人带领最年轻航天员乘组出征

执行本次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汤
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3名航天员组成，汤洪波担任指令长。

“这是首次由第二批航天员带领第三批新航天员执行任
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乘组包括 1名第二批航天员和 2名第三
批航天员，是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
员乘组。

“老将”汤洪波 2021年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阶段飞行任
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亲历了“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
站”的历史时刻。时隔 2 年，他成为重返

“天宫”第一人，也是截至目前执行两次飞
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

“上次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我参与的
是空间站的建造，而这次我们将承担起大
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任务，真正体现建
站为应用的目标。”汤洪波说。

本次任务中，出生于 1989 年 12 月的
唐胜杰和 1988 年 2 月的江新林都是首次
飞行。

“我的家乡甘肃自古以来就有着敦煌
飞天的神话传说，飞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
梦想和追求。”唐胜杰说，空间站系统异常
复杂，乘组对每一项应急处置预案都进行
了反复训练，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一有情
况能够快速反应、沉着冷静、精准处置。

“为了提高训练的质量效益，我们注
重训练方法的小创新、小突破。”江新林
说，如制作飞行卡片、总结比较形象的肢
体语言，帮助乘组更好理解任务、精准操
作，同时也让配合更加密切默契。

此外，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
作也正有序进行，计划选拔 12 名至 14 名
预备航天员，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作。

■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安全
性进一步提升

作为“航天员专列”，长征二号 F 运载
火箭从空间站建造任务开始，就开启了常
态化快节奏发射。因其肩负保障航天员
安全进入太空的特殊使命和责任，持续提
升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是研制团队始
终不变的首要目标。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
设计室主任魏威介绍，本发火箭有多项技
术状态变化，涉及设计改进、流程优化以
及预案细化等方面——元器件国产化替
代、软件配置项调整等优化改进，进一步
提高了火箭可靠性与安全性；发射场操作
流程的优化，进一步提高发射场工作效
率；发射场预案进一步细化完善，也有助
于出现异常问题时快速及时处理。

目前，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还开启了
“发射一发、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发
射模式，为航天员安全加上“双保险”。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与空间站组
合体前向交会对接后，3 名航天员将进驻
空间站核心舱，与神舟十六号乘组进行在
轨轮换。作为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
命之舟”，神舟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
进舱构成，共有 14 个分系统，是我国可靠
性、安全性要求最严格的航天器。

值得注意的是，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上共有 50 余幅页面显示飞船各部分的情
况，也包括世界地图、航天员身体情况等相关内容。这源于
仪表控制器应用软件采用独特的图形显示技术，通过文字、
图形、动画等方式显示各类信息。

■首次进行空间站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将
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
主要包括人员物资正常轮换补给、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
乘组自身健康管理、在轨实（试）验、开展科普及公益活动以
及异常情况处置等六大类工作。

除常态化工作外，本次飞行任务将首次进行空间站舱外
试验性维修作业。

为何选择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开展这项工作？
林西强介绍，当前，空间碎片日益增多，长期运行航天器受到
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情况在所难免。前期检查发现，空间站
太阳翼也多次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造成轻微的损伤。

“当然，这是在设计考虑之中，目前，空间站各项功能、
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林西强说，但从面向空间站长期运
行、验证技术能力出发，此次任务将由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
组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试验性维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
的工作，将使舱外活动能力和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已做好邀请国外航天员准备 未来我国空间
站将再升级

目前，我国拥有完备的近地载人空间站和载人天地往返
运输系统，有成熟的航天员选拔训练和保障体系，有计划明
确的载人飞行任务，即每年 2次常态化实施。

“我们已具备也做好了邀请国外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
飞行任务的准备。”林西强说，中国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
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开展合作，一起参与
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我国正在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确保如期实现
2030 年前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林西强表示，随着载人
登月任务不断推进，待相关条件成熟后，未来也会正式邀请
国外航天员一起参与登月飞行任务，共同探索浩瀚宇宙。

未来，我国还将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空间望远
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后续还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将空
间站基本构型由“T”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据介绍，计划中的扩展舱段将上行多个领域的空间科学
实验机柜和舱外实验装置，扩大应用规模，满足空间科学研
究与应用新需求，同时也将升级航天员在轨防护锻炼、饮食、
卫生等设施设备，提高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和健康保障水
平。该项目正在进行方案阶段研制工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朝 晖“ 镀 ”征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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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出征目击记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出征目击记

10 月 26 日上午，神舟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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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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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飞赴“天宫”之际

在西北大漠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中国人开

启 飞 向 太 空 新 的 征 程 —— 2023 年 10 月 26 日

11 时 14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托举

着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送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3 名航天

员奔赴“天宫”。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的第 2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30 次发射任务。

20 年 20 人进入太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

步履不歇；

30 战 30 捷一气呵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再立新功。

这是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过程（拼版照片，10 月 26 日摄）。
10 月 26 日 11 时 14 分，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 分钟后，神舟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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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 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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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清晨，金色朝晖洒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问天阁。

早已等待在这里的人们，期待着中国人的又一次太
空远征——

8时 24分许，问天阁南侧门打开，神舟十七号乘组 3

名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身着乳白色舱内航天
服，迎着旭日走来。

掩映在金色胡杨间的问天阁，是航天员进出太空的
港湾。从此出发，由神舟摆渡，至星河摇曳，他们将抵达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

身后的墙壁上，依次悬挂着从神舟五号开始历次载

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的照片，他们
是全国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飞天
英雄。不久之后，首访太空的唐
胜杰、江新林也将位列其中。

20 年 载 人 飞 行 ，20 人 接 力
远征。

指令长汤洪波走在中间。这
是他第二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是 我 国 首 个 重 返“ 天 宫 ”的 航 天
员，也是目前为止执行两次飞行
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
2年零 1个月。

航天员唐胜杰，是首位出征
太空的甘肃籍航天员。敦煌飞天
的美丽传说，已在他的家乡传颂

了千年。他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时代给了我们
追梦圆梦的舞台。”

航天员江新林，从一名普通的山村孩子成长为一名
会开坦克的军校学员、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如今又成为
一名远赴太空的航天员。他说：“我们将不负时代，以奋
斗的姿态奋力奔跑。”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七号载人飞
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航天员汤洪波！”“航天员唐胜杰！”“航天员江新林！”

3 名航天员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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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出发！”
“是！”
这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

天员乘组，执行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 30 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 2 次
载人飞行任务。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
一人飞行到太空会师……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成了属
于自己的“太空家园”，天地往返已成常态。在一代代中
国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下，迈向星辰大海的步伐行稳致远。

《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3名航天员踏上征程，环绕
着整齐嘹亮的合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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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唱的人群中，有中小学生、有各界群众。更多的，
是扎根大漠戈壁为神舟护航的工程各系统科研人员，

“90后”甚至“00后”已经走上关键岗位。
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20年

前，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开启了中国人首次奔向太空的征程。
此刻，记者定格了一张照片：杨利伟和 3名航天员相

互挥手致意。而杨利伟的身后，12 个大字格外醒目：再
次出征、再夺胜利、再创辉煌。

这是祝福的寄语，也是精神的传承。
3 名航天员与大家挥手作别，乘车向 5 公里外的载

人航天发射场进发。朝晖映照着他们风华正茂的面庞，
为征途“镀”上金光。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酒泉 10月 26日电）

10 月 26 日，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
号 F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航
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顺利送入太空，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十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正
值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 20 周年之际，20 年来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实现 30 战 30 捷。本次
任务有哪些看点？新任乘组“太空出差”干些啥？

接力出征 一往无前

10 月 26 日上午，身着乳白色舱内航天服的 3 名航
天员，在万众瞩目下，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出征
太空。

指令长汤洪波走在中间，这是他在两年多时间里的
第 2 次飞天。在汤洪波的老家湖南湘潭，他的父亲正通
过直播观看出征仪式。他坚信有国家强大的科技力量
做保障，这一次，儿子也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航天员唐胜杰，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甘肃籍航天员。
敦煌飞天的美丽传说，已在他的家乡传颂了千年。他的
出现，让家乡父老雀跃欢呼。唐胜杰说：“我们赶上了一
个好时代，时代给了我们追梦圆梦的舞台，实现了从蔚蓝
到深蓝的增色，实现了从‘航空梦’到‘航天梦’的跨越。”

河南杞县的街坊四邻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看江家小
儿子。曾经的江新林还是个得了奖状就藏起来从不张
扬的孩子，如今已是“不负时代，以奋斗的姿态奋力奔
跑”的航天员。

他们将要执行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新
阶段的第 2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1992年
立项以来的第 30次飞行任务——

17艘神舟飞船，6艘天舟飞船，3个空间站舱段……
2022 年底圆满完成立项之初确定的“三步走”战略任务
后，中国人叩问苍穹的求索之路还在继续。

这是一场接续实现梦想的远征。
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杨利伟，他向即将踏上飞天之

旅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挥手致意。
2003 年 10 月 15 日，杨利伟也是从这里领命出征，

中国人逐梦太空的千年梦想变为现实。
回望起点，他说：“20年弹指一挥间，从首次飞天到全

面建成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
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既激动更自豪，有遗憾更羡慕。”

杨利伟出征时，身后问天阁那面墙还是空白的。今
天，执行历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的巨幅照片铺满墙
面。不久后，首登太空的航天员唐胜杰和江新林也将位
列其中。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
独自飞行到太空会师……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成了属
于自己的“太空家园”，在浩瀚宇宙拥有了一方温馨港湾。

征途漫漫 行稳致远

11 时 14 分，橘红色的尾焰从长征火箭的底部喷薄
而出，如巨龙盘旋托举洁白的箭体腾空而起。

有着“神箭”之誉的长征二号 F 火箭，是我国唯一一
型用于执行载人任务的运载火箭，肩负保障航天员安全
进入太空的特殊使命，至今保持着 100%的发射成功率。

持续提升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是火箭团队始终
不变的首要目标。

“相比遥十六火箭，遥十七火箭共有 25 项技术状态
变化，涉及设计改进、流程优化以及预案细化等方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魏威介绍。

“经过持续不断地消除薄弱环节、优化技术状态，目
前长二 F 火箭可靠性评估值已提升至 0.9896，安全性评
估值达 0.99996。”魏威说。

在确保发射可靠性、安全性的前提下，长二 F 火箭
团队不断梳理优化发射场流程，提升测发效率。魏威表
示，目前长二 F 火箭“发一备一”的发射场流程已从空间
站建造初期的 49天压缩到 35天，如今正瞄准 30 天目标
继续优化改进。

系列运载火箭以“长征”命名，时时激励着科技人员
克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彼岸。这是设计者命名的初
衷。从一穷二白发展至今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何尝不
是一场千万人并肩共赴的“长征”。

面对世界航天大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已先行 30 年，
中国老一辈航天人决心自主创新打造航天员天地往返
的“生命之舟”。“当时提出的载人飞船三舱方案、轨道舱
留轨方案、逃逸救生方案等，到现在还广泛应用于航天
器，而且能与国际航天很好地接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闫洁说。

针对空间站阶段任务需求，载人飞船开启了组批研
制模式，建立了多艘载人飞船并行设计研制的管理体
系。“神舟十六号到神舟二十一号飞船是组批生产的，技
术状态基本一致。”闫洁说。

20 年前，正在清华大学读博的薛辉，在电视上看到
神舟五号升空。 2009 年，他成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
名科技人员。“在神舟升起的地方，我找到了国家利益和
个人价值的结合点。”他说。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薛辉”，主动加入到探索浩瀚
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中来。

和平进步 泽被千秋

10月 26日 17时 46分，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采用自
主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
三船组合体。

“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撤离返回之前，我忍不住再
次回到核心舱，看了看自己精心调试的设备，摸了摸自
己亲手安装的螺丝，真的很舍不得。”

当时常梦回太空的汤洪波再次回到这里时，“一室
一厅”已经扩充到了“三室一厅”。

短短两年内，中国载人航天走过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和建造阶段，突破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空
间站组装建造、再生式环控生保等 8 项关键技术，如期
建成空间站，展现出新时代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为了迎接战友的到来，空间站里的神舟十六号乘组
一早就精心布置了核心舱。

这一次，神十六、神十七两个乘组“太空会师”，会带
来一张令人期待的合照：有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景海
鹏，有最快重返空间站的航天员汤洪波，还有 4 名第三
批航天员同时在轨。

从零开始摸索的首批航天员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如
今，第二批航天员挑起大梁，第三批航天员接续飞行，第
四批航天员正在选拔，其中或有人来自港澳地区。

薪火相传，欣欣向荣。
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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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林西强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
外空的国家及地区与我们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间
站飞行任务。

“随着载人登月任务进展，待相关条件成熟后，我们
未来也会像今天一样，正式邀请国外航天员一起参与登
月飞行任务，共同探索浩瀚宇宙。”林西强表示。

20 年前，杨利伟遨游太空的短短 21 小时 23 分钟
里，将联合国旗和五星红旗放在胸前展示，还在工作日
志的背面郑重写下：“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
到太空了。”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正是中国人接续飞天的初
心使命。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酒泉 10月 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