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5日 星期一A02 要闻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3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

“圆梦乘组”带回了20多公斤实验样品
6月4日6时33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全部安全顺利出舱，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迄今为止执行任务时平均年龄最
大的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为了飞向太
空，都经历了漫长的坚持和等待，因此被称
为“圆梦乘组”。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
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纪录，还见证
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历史时刻。

3名航天员平安归来
恢复期大约需要半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5时
42分，按照飞行程序，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
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
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
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
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随后，3名航天员乘机平安抵达北京，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领导到机场迎接。据介绍，3名航天员抵京
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
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
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医
监医保室主任徐冲介绍，航天员后恢复工
作分三个阶段开展：第一个阶段，隔离恢复
阶段，促进基本功能恢复，用时3—4周，主
要为消除飞行中对身体功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第二个阶段用时4—5周，主要为疗养恢
复阶段，确保身心全面恢复。第三个阶段用
时约为4个月，主要为恢复观察阶段，各类
训练开始开展。经半年恢复，航天员转入正
常任务训练期。目前空间站任务后恢复进
程效果符合预期，针对航天员，后恢复采用
一人一式一人一策。经三次后恢复实践证
明，方案正在从成功走向成熟。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于2022年11月29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
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在
轨驻留期间，完成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进行了4次出舱活动，圆满完成舱外扩展泵
组安装、跨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露
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配合完成空间站
多次货物出舱任务，为后续开展大规模舱
外科学与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

带回15个项目实验样品
包括再生稻、合金材料等

6月4日，中国空间站第四批空间科学
实验样品随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舱返回地
面，在东风着陆场交付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负
责的空间应用系统。4日14时左右，部分实验
样品运抵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空间应用系统总体与相关实验人
员对返回实验样品基本状态进行检查确认，
并交接相关实验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空间应用系统随神舟十五飞船返回舱
共下行15项科学项目的实验样品，包括细
胞、线虫、拟南芥、再生稻等生命实验样品，
以及多种合金材料、新型红外探测器材料、
非晶薄膜材料等材料实验样品。下行实验
样品总重量20余公斤。

后续科学家将对返回生命样品进行分子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在轨生长发育和代谢等
相关分析，通过与地面比对分析研究，解析空
间微重力、辐射对于实验样品作用的规律和
分子机理，为进一步创制适应空间环境的作
物和开发利用空间微重力、辐射等资源提供
理论依据。材料实验样品将在实验室进行测
试分析研究，以期揭示在地面重力环境下难
以获知的材料物理特性和化学变化过程的规
律，获得高性能制备工艺关键条件，指导地面
新材料制备。 综合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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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再入GNC技术、1200平方米大伞……

这些创新科技为神十五返程保驾护航

“天上地下”保障飞船高精度返回

对于神舟系列飞船而言，返回再入
GNC技术直接关系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以
此次返回任务告捷为标志，我国自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起全面升级的，以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自主自适应预测再入返回制导
为特征的GNC系统，完成全面更新换代。

我国的飞船返回再入GNC技术经历
了两代，第一代被称为“标准弹道自适应
制导方法”，而神舟十二号到神舟十五号
这一批次载人飞船采用的是“自适应预测
制导方法”，是第二代返回再入技术。加之
我国“星光—卫星星座—捷联惯性组合导
航”技术的应用，使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整个返回过程可以实现高精度自主导航。

“采用第二代返回技术后的最差返回精
度，要比第一代最好的都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胡军说。如果
采用第一代技术，当出现大范围的轨道条件
变化时，就需要地面进行人工干预；如果采
用第二代技术，GNC系统则可以自主适应。

此外，在主着陆场，中国电科布设便
携站、机载站、车载站、固定站等站型及多
型号卫通系统，编织致密安全的测控通信
网，像“听诊器”“遥控器”“手机”一样，实
时测量飞行轨道，监测返回舱供电、温度、
气压等参数及航天员各项生理参数，实时
传送地面发出的指令，指挥返回舱变轨、
调整姿态，实时传输话音、图像数据，让地
面可以与航天员实时沟通。

“超级大伞”护佑飞船安稳着陆

当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快要
落向地面时，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如约绽
放，守护着返回舱徐徐飘落、稳稳着陆。这
顶特大型降落伞是航天员的“生命之伞”，
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8所研制，伞衣面
积达1200平方米，若在地面铺展开来大约
可覆盖三个标准篮球场。

1200平方米的神舟飞船主伞作为国内最
大的航天器降落伞，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
整个伞的缝线长达10千米，需要十几位加工
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至4个月才能完成。仅主
份降落伞的加工工序，就有30多道。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8所降落伞研
制中心，工人们拿着卡尺，仔细地测量每
块布的大小、每个针脚的间距。每顶大伞
都由1920块楔形小布片组成，因为载人航
天对精度要求高，不能像别的降落伞在大
型机械裁床上加工，只能采用人工剪裁，
一层一层地裁。

从1999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返回，到
2003年神舟五号完成我国首次载人飞行，
再到如今神舟十五号荣耀归来，降落伞不
仅为神舟系列飞船15次绽放，且实现持续创
新优化。在神舟十二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一
批的飞船任务中，回收着陆分系统批次产
品研制涉及5大类共12项技术状态更改。

多项科技助力地面搜救

当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
返回地球家园后，如何迅速找到返回舱和
航天员成为地面搜救人员最关心的事情。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
返回舱天线网络在飞船着陆后，通过开关
选择接通朝向地面上方的天线，确保地面
搜救人员可以通过天线网络来找到返回
舱。天线网络负责为通信信号、测控信号、
定位信号、搜救信号建立独立通路，保障
其传输的稳定和通畅，搭建神舟飞船返回
舱与地面信号传输的重要通道和桥梁，有
效确保飞船和航天员安全顺利“回家”。

中国电科针对搜索回收任务区域范围
广、救援难度大等难点，研发回收区北斗态
势系统，并不断迭代升级，利用北斗导航系
统定位和短报文功能，构建指挥中心、前方
指挥、搜索平台三位一体的指挥体系。该系
统能通过北斗导航卫星对直升机、车辆等
搜救载体实时定位，并利用短报文功能实
时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指挥中心。指挥型终
端像“智慧大脑”，被部署在指挥中心，能够
实时接收、显示机载、车载终端回传的位置
信息，使现场指挥人员实时掌控搜救载体
的位置和运动态势，及时指挥搜救力量向
返回舱落点移动。 据新华社

实现稳定跟踪！载人飞船黑障区跟踪测量取得重大突破
“发现目标，跟踪正常！”这八个字对

于神十五安全着陆至关重要。6月4日清
晨，神十五返回舱刚进入黑障区，返回舱
的实时高清图像便被准确捕捉，并通过车
载通信设备第一时间传至北京飞行控制
中心。科技人员对其在穿越黑障区时的稳
定跟踪，表明我国在载人飞船返回穿越黑
障区跟踪测量难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飞船返回地球时，会与大气层发生剧
烈摩擦，温度剧增，导致气体分子与飞船

表面被烧蚀的材料均发生电离。这些不断
产生的电离气体包裹在飞船周围，形成等
离子体鞘套，对电磁波产生吸收衰减、折
射、反射、散射等效应，导致飞船内部与外
界的无线电通信异常乃至中断，这就是所
谓的黑障现象，这段过程也被称为黑障
区。

飞船穿越黑障区时，只能依靠雷达和光
学设备进行跟踪测量，能否在此期间稳定跟
踪飞船，不论是对出黑障后的飞船测控引

导，还是及时预报飞船落点都极为重要。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敦煌测控区任务区间涵盖
了飞船返回进出黑障区的全过程，是实现飞
船在黑障区稳定跟踪的核心力量。

据敦煌测控区指挥长曾强介绍，在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时，他们确定了“优
化黑障区雷达跟踪方案托底，完善多云天气
下光学跟踪策略求精”的总体思路，在雷达
和光学两个方面形成合力，圆满完成了飞船
在黑障区的跟踪测量任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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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白白大大伞伞为为神神十十五五返返

回回保保驾驾护护航航。。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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