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4日 星期一A02 要闻

编辑：武俊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神舟十八号“80后”乘组回家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11月3日16时12分，神舟
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成功分离，将于4日凌晨返回东风
着陆场。

分离前，神舟十八号航天员

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
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
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
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十
九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3日16时12分，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
分离，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
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三位

“80后”即将踏上回家之旅。后
续，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
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

入返回。
3日，东风着陆场多支搜救

力量陆续集结，空中分队5架直
升机已按计划转场至距离返回
舱理论着陆点约40公里的集结
点，完成油料补加和飞机状态

确认。
截至当日18时，地面分队

已分多路前往预定地点待命。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
经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
务的条件。 据新华社、央视

神舟十八号乘
组返回，又有一批
新的太空实验样品
返回地球。太空科
学实验，究竟能给
我们带来怎样的期
待呢？下面就来关
注中国空间站太空
水稻的最新科研进
展。

2022年在神舟
十四号乘组任务期
间，我国在国际上
首次完成了水稻从
种子到种子全生命
周期空间培养实
验，获得了成熟的
太空水稻种子。近
日，这批太空水稻
的种子已经在大田
里试种，获得丰收。

在位于上海松
江的中国科学院分
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作物育种与
栽培基地，记者看
到这一批太空水稻
种子在生长100多
天后，稻穗基本变
黄成熟，即将收获
第 三 代“ 太 空 水
稻”。

中国科学院分
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研究员郑慧
琼介绍，一开始是6粒种子随
问天舱上天，之后中心收到
了太空培育的59粒种子，因
为比较珍贵，就从中拿出了
一部分在人工气候室进行繁
殖。经过人工气候室繁殖，获
得的种子数量就比较多了，
有将近1万粒种子，然后从其
中再拿出了一部分，到大田
里面进行繁殖，这就是大田
里面收获的稻穗。

专家介绍，空间站获得
的59粒水稻种子是第一代，
人工气候室繁殖获得的近1
万粒是第二代，农场大田里
即将丰收的是第三代。通过
对三代太空水稻种子进行
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研究成
果。

郑慧琼说，我们得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首先是在天
上收获了有活力的种子，然
后通过人工气候室试验，证
明这些有活力的种子可以长
出后代，仍然是有繁殖能力
的；在大田里面继续稳定繁
殖，证明在太空环境当中，通
过水稻种子来生产粮食是可
行的途径之一。

据介绍，后续科研人员
还将对太空水稻大田生长的
产量和农艺性状进行综合分
析和评估。

据央视

这是第7次搜救任务
已进行大量训练演练

这是东风着陆场搜救力量
执行的第7次航天员搜救任务，
也是第11次航天器搜索回收任
务。

据了解，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航天搜救队在任务准备过程中，
着眼“最复杂、最极端、最寒冷、
最黑暗”特情，扎实开展暗夜、低
温条件下训练，锤炼空中、地面
两支主要力量复杂条件下的搜
救能力，确保实现“舱落机临、安
全出舱、健康返京”的目标。

过去几年，经过多次航天器
搜索回收任务的历练，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航天搜救团队已经积
累了丰富的冬夜、雪夜等极端条
件下的搜救经验。“为顺利迎接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回家，我们针
对寒冷条件下可能导致机械设
备低温设备启动困难、电子设备
工作异常、电池续航能力降低、
搜救队员操作失误等情况进行
了大量训练演练，做到了人员可
靠、技术先进、预案完备。”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龙坤明介绍。

神舟十八号飞船返回过程
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测控站
点将接力实施飞船返回段测控
任务。敦煌测控区在返回段内相
距百十公里的多个独立点位布
设多套光学、雷达等测控设备，
确保返回舱在进入黑障区后能
第一时间捕获到目标，并对返回
舱进行稳定跟踪，将测量数据和
实况景象实时高清传送至任务
中心。

针对这次任务夜间搜救回
收特点，大树里测控站充分开展
了目标丢失重捕、引导切换等应
急处置训练和方案预案演练。据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陆胜旺介绍，
该站深入研究红外图像处理技
术，将深度学习方法应用于落点
景象测量系统，有效提升了夜间

返回舱目标识别能力，增加了跟
踪捕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根据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仍将采用5圈快速返回方
案，经历制动离轨、自由滑行、再
入大气层、开伞着陆等阶段。目
前，东风着陆场搜救力量和装备
状态良好，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
各项条件。

这次任务有五个难点
高、寒、黑、沙、障

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空中
分队王雯娟介绍，空中分队总结
了这次任务有以下五个方面的
重难点，高、寒、黑、沙、障。简单
说说黑和沙。

关于黑，神十八乘组凌晨返
回，也就意味着整个空中分队要
在茫茫的戈壁大漠，没有月光也
没有地面引导的暗夜中飞行。我
们很难做到对外的目视，也就极
大提高了搜救和飞行的难度。

关于沙，戈壁是由碎石和细
沙组成的。直升机在下降着陆的
过程中卷起的黄沙会瞬间将直
升机包裹住，又是在夜间，陆灯
和探照灯的光直接打到飞扬的

黄沙上，就会形成一道光幕。飞
行员在下降的过程中，至少有10
秒完全看不到外界，也看不到地
面，这对人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
的，就像蒙着人的双眼让他冲刺
百米，同时还要规避戈壁滩上复
杂的植被地貌，所以这个难度可
想而知了。

针对这次任务
机组做了哪些准备

王雯娟说，空中分队10月初
就已经进驻东风着陆场了，在这
期间的训练中，我们完成了着陆
地域空域的勘察，还有起降点的
各种实验、验收，还有全要素全
系统的综合演练，针对这次任务
的重难点，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高
配置。

在设备上，加装了大功率的
搜索探照大灯、红外光学吊舱，
还有配备了双目夜视仪和四目
夜视仪。

在人员上，这次的任务机组
配备了双机长、双机械师，每一
架直升机都增设了一名领航员。
飞行员的人均飞行小时都在
3100小时以上，他们都有着非常

丰富的飞行经验和任务经历。
领航员对整个机组导航信

号的接收、搜索航线的制定、实
时的定位，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
用。领航员需要用计算结果和数
据去协助飞行员，一米不差，一
度不偏地向着陆返回舱靠拢，平
稳着陆，精准凌空。

还有哪些具体事项
需要完成

王雯娟说，接下来我们要密
切关注气象变化，4日的预报是
少云无月光，有明显的降温趋
势，整体还是很有利于搜索回收
的。如果气温在夜间降到0℃以
下，直升机在地面待命的过程
中，每一个小时就要运转一次，
保证装备能够不受低温的影响。
如果出现低云，待命的5架直升
机会迅速调整高度，到同一高度
层保持好间隔距离。

空中分队会以最细致、最
周全的方案和考虑，以最佳的
状态来迎接神十八乘组的归
来，在夜空中为航天员点亮回
家的路。

据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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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架直升机参与本次搜救

飞船凌晨返回，暗夜飞行搜救有何难点
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计划11月
4日凌晨返回。记者3
日从东风着陆场了解
到，目前，着陆场已做
好搜救准备，迎接飞
天英雄“回家”。神舟
十八号搜救回收空中
分队5架直升机已经
集结完毕。这次任务
依旧采取的是“空中
搜救航天员 地面处
置返回舱”的搜救模
式，参加任务的有5架
直升机：1架指挥机、1
架通信机、1架医监医
救机，还有2架医疗救
护机。

77月月33日日在在北北京京航航天天飞飞行行控控制制中中心心拍拍摄摄的的神神舟舟十十八八号号航航天天员员李李聪聪出出舱舱的的画画面面。。

神神舟舟十十八八号号航航天天员员乘乘组组77月月33日日圆圆满满完完成成第第二二次次出出舱舱活活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从今年4月26日进驻中国空
间站以来，神舟十八号乘组太空
出差已满半年，一起来回顾他们
的太空旅程。

2024年4月25日20时59分，搭
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
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叶光富、李
聪、李广苏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太
空。4月26日3时32分，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两个乘组航天
员会师太空。

5月28日，经过约8.5小时的出
舱活动，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
富、李聪、李广苏密切配合，圆满
完成了首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
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
持下，航天员完成了空间站空间
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
施巡检等任务。

7月3日，神舟十八号乘组圆

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对问天
实验舱和天和核心舱的舱外关键
设备进行防护安装，提升空间站
长期安全稳定运行的能力。

在轨驻留期间，航天员乘组
按计划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
试验任务，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
命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实验和
试验项目扎实稳步推进。在空间
材料科学实验研究方面，航天员
利用梦天舱内的高温材料科学实

验柜持续开展实验，对于改善材
料性能以及促进地面相关材料产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乘组开
展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完成固
液复合润滑摩擦学实验箱的出舱
安装，相关实验将期望在科学上
揭示润滑材料在真实空间环境中
的润滑演变过程和损伤机制等。

此外，乘组还精心照料了“太
空菜园”，并首次在空间站度过中
秋节和国庆节。 据央视

他们太空出差半年干了啥葛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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