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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发夕至，神舟十七号返回舱成功着陆
航天员汤洪波重返“天宫”征程完美收官，唐胜杰、江新林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综合新华社消息 4月30日17时46分，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
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身体状态良好，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太空出差”半年后，4月30日上午8点
43分左右，神舟十七号飞船搭载着神舟十
七号航天员乘组，成功撤离中国空间站，踏
上回家之路。分离前，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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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16
时56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
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七号载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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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舱与返回舱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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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时37分，神舟十七号航天员汤洪波、
唐胜杰、江新林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
态良好。至此，航天员汤洪波重返“天宫”的
圆梦征程完美收官，航天员唐胜杰、江新林
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汤洪波刷新中国航
天员在轨飞行时间最长纪录。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于2023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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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航天员在轨飞行
187天，其间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配合完成空
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
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首次
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维修任务，为空间
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
验；同时，还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
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
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
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太空出差”半年后，2024年4月30日
上午8点43分左右，神舟十七号飞船搭载
着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成功撤离中国
空间站，踏上回家之路。

按计划，此次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回家”变快了。据悉，神舟十七号载人飞

船真正地做到了朝发夕至。“回家”
时间大大缩短，从此前的28小

时左右缩短至9小时左右。
绕地球飞行的圈数，从

此前的11圈压缩到了
5圈。返回着陆期间，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
船经历制动离轨、自
由滑行、再入大气层、
开伞着陆等4个阶段，
整个返回着陆过程耗
时约50分钟。

飞船返回阶段，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
心综合使用“天链”中继卫星系统，为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提供天基测
控与数据中继支持，为各关键动作实
施 提 供 重 要 图 像 和 语 音 双 向 传 输 支
撑。过程中，中心各分系统配合密切、
操作精准，为航天员顺利返回打下坚
实基础。据悉，“天链”中继卫星系统发
挥有着跟踪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传输
速率高的优势，能够持续为航天器提
供天基测控数传服务，并实现着陆现
场与北京方向的跨场区通信，确保了
画面传输的实时稳定可靠，大幅提高
了搜救回收效率。

据了解，此次地面搜救依旧采取“空
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模式，
参加任务的一共有五架直升机：一架指
挥机，一架通信机、一架医监医救机，

还有两架医疗救护机。这次空中分队
的人员依然是由搜救队员、医监医保
人员以及返回舱的处置人员等组成，
但是岗位上有一些新变化，除了有经
验丰富的老队员，还有更多的年轻人
走上一线岗位，比如这次进舱协助航
天员出舱就是一位8 5后的医生。而机
组人员中，除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之
外，这次还有两位年轻的女飞担任地
面指挥。

太空“出差”半年，神十七乘组完成两
次出舱任务、开展多项科研工作、还在“天
宫”吃了年夜饭、自己种菜、剪发……名场
面不断。点击两次出舱、太空种菜！盘点

“神十七”太空出差名场面，回顾经典的一
幕幕。此外，航天员还变身摄影师，一次次
按下快门键，拍下地球美图。

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

绕地飞行圈数从之前的11圈压缩至5圈

“神十七”回家时间大大缩短

在以往神舟飞船返回任务
中，我们在电视上总能看到清晰
实时的直播画面，而这些高质量的
图像数据，就是由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落点景象测量团队跟踪拍摄的，
他们也被称为追踪飞船的“千里眼”。

清晰的景象测量是判断返回舱
返回状态的重要依据，返回舱着陆
前十公里，要完成开伞、抛防热大底、
反推发动机点火、软着陆等多个关键
动作，及时获取清晰、稳定的图像数
据，对航天员安全情况预判和搜救预

案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神舟十七号飞

船返回舱着陆场核心区内，有个像机器人
的小型设备，它的奥秘就藏在两只眼睛
里，在飞船返回时，返回舱从开伞到着陆
的实况景象，都是靠它实时获取的。

据了解，神舟飞船返回区域的不确定
性，要求着陆场核心区域不能出现大型
设备和测量人员，为了提升落点景象测
量精度和覆盖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
用原有测量手段保障的基础上，在着陆
场增加布设了十多个小型无人测控设
备，构建起一道精准、可靠、严密的跟踪
测量链路。“我们通过控制中心远程操控
小型光学设备，对飞船返回舱进行跟踪
拍摄，获取实时图像和测量数据，该系统
具备机动性强、覆盖范围广、安全风险小

等特点，是飞船返回任务测控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关人
员说，落点景象测量要求跟得上、拍得
稳、测得准，在日常训练中，岗位操作手
从难从严演练，模拟可能出现的最复杂
环境，着力提升跟踪测量能力。

“我们平时会组织岗位操作手进行单
机模拟跟踪训练，利用无人机和搜救直升
机进行全系统功能演练，并进行调焦、变
倍和调色，使目标成像清晰、大小适中、色
彩明丽。此外，我们也会利用过往的民航
客机进行目标跟踪和像质调整训练。结合
神舟十七号飞船返回任务特点，落点景象
测量团队还修改完善了上百份任务文书
及应急方案预案，开展了多次通信链路搭
建和跟踪调试，使人员、设备始终处于最
佳状态。”上述工作人员称。 据央视

跟踪拍摄飞船返回图像数据，接航天员安全回家

航航天天搜搜救救““千千里里眼眼””做做了了充充分分准准备备

4月30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新华社发

4月30日下午，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成功
着陆，航天员乘组踏着大漠戈
壁春天的脚步，回到地球家园。

“能为返回舱着陆贡献一
份力量，我感到非常荣幸。”额
济纳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
银涛说，边境管理部门在东风着
陆场外围设置了14个任务小组，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
陆后，各小组迅速在着陆区形成方
圆1公里的外围保障圈，为核心圈的
搜救任务保驾护航。

“第5次！”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
格图嘎查牧民卫其勒格其兴奋地说，从“神
十二”“神十四”“神十五”“神十六”，再到今天
的“神十七”，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已经5次降
落在他家牧场。“每次返回舱降落在我家牧场，
我都特别骄傲。”从“神十四”开始，卫其勒格其
每次都要到现场去看返回舱着陆的过程，因此
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追星大叔”。

“返回舱落在我家牧场，我骄傲；祖国
航天事业越来越强大，我更加骄傲。”遥望
远处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卫其
勒格其自豪地说。 据新华社

飞飞船船返返回回舱舱已已经经55次次

降降落落在在他他家家牧牧场场

葛现现场场花花絮絮

红红白白大大伞伞为为神神十十七七返返回回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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