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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甘肃酒泉 10 月 17 日电(记者王玉山、陈曦、王婷)
2016 年 10 月 17 日，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顺利升空。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
实验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天地往返、出舱
活动、交会对接，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近属于自己的太空家
园——— 空间站。

当星空不再遥远，当梦想变为现实，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
一号，先后将 11 名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这 11 艘飞船，无疑是通
向中国空间站的 11级阶梯。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4 艘无人飞船，

4 次圆满彩排

中国载人航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 30 年前的那个春天。
1986 年 3 月 3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4 位

著名科学家撰写了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建
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这一计划的出台，对中国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对中

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实
施“三步走”战略……

1992 年 9 月 21 日，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历史性日子：
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被正式批复，中国载人航天事
业起步远航。

1999 年 11 月 20 日 6 时 30 分，神舟一号实验飞船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飞向太
空，并于第二天准确着陆，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又一次
“零”的突破。

2001年 1月 10日 1时，在新的一年刚刚到来的时候，神舟
二号发射成功。作为全系统配置的正样飞船，神舟二号是中国载
人飞船的“完整版本”，各种技术状态与真正载人时基本一样。

仅仅一年之后，2002 年 3 月 25 日 22时 15 分，神舟三号
飞船发射升空。9 个月后的 12 月 30 日零时 40 分，神舟四号
飞船在低温严寒条件下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
一次彩排圆满落幕。

“神舟四号飞船是以完全载人的状态进入太空的。”神舟
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说，“那一次，我们连航天员的换洗
衣服都给带上了。”

神舟三号、四号在完全载人状态下连续发射成功，标志着
中国已具备了把自己的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能力。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六号：首次一人一天

飞天，首次多人多天飞天

那是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绚烂十月。
2003 年 10 月 15 日 9时，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

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
国访客。

太空飞行一天后，10 月 16 日 6时，在轨运行近一天的神
舟五号飞船回到祖国的怀抱，杨利伟自主出舱，中国人首次飞
天圆满成功。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从此，太空中没有中国人踪迹的
历史宣告结束，人类第 241 次太空飞行属于中国！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迈出舱门时，面对欢呼的人群，杨
利伟说的那句话至今仍在历史中激荡回响。

两年后的又一个十月，2005 年 10 月 12 日 9时，中国第
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
利送上太空。10 月 17 日凌晨，神舟六号返回舱返回，准确降
落在预定区域。

面对记者的采访，聂海胜说：“我们在天上飞行，可以感受
到有无数人在时刻牵挂着我们，感谢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厚爱。”

第一次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
第一次进行压力服脱穿试验……神舟六号进行了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完成了中国真正意义上有
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

神舟六号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圆满实
现了“三步走”中第一步的目标。

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八号：首次太空漫步，

首次交会对接

无边的夜色中，一束炫目的火光划破长空。
2008 年 9 月 25 日 21时 10 分，神舟七号飞船载着航天

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飞向太空。27 日 16时 43 分，翟志
刚穿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刘伯明的协助
下打开舱门，迈出了中国人在浩瀚太空中的第一步，中国航天
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就此诞生。

“神舟七号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
人民问好。”置身茫茫太空，翟志刚的话语坚定而温暖。

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同时
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第二阶段。

2010 年 10 月，中国宣布正式启动实施中国载人空间站
工程，计划在 2020 年前后建成规模较大、长期有人参与的太
空实验室。实施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突破和掌握交会对接技
术，是建设载人空间站的基础和前提。

一年后，2011 年 11 月 1 日 5 时 58 分，神舟八号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起程，踏上与此前发射升空的天宫一
号的“赴约之旅”。经过两天的追逐和 5 次变轨，神舟八号
在 11 月 3 日凌晨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交
会对接。

11 月 17 日，神舟八号返回舱安全返回地面。我国首次交
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突破和掌握交会对接技术，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
第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的
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活动取得重大跨越，中国人又
向空间站时代迈进了一大步。

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号：女航天员首度

出征，太空授课首次进行

这一次，美丽亮相的中国女航天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2012 年 6 月 16 日 18 时 37 分，神舟九号飞船搭载

着景海鹏、刘旺和我国第一位飞天女航天员刘洋，飞向
太空。

在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飞船进行了一次自动交会对接
后，6 月 24 日，飞船和目标飞行器分离，刘旺操作飞船从 140
米外向天宫一号靠近，取得了首次手控交会对接的成功。这标
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
的国家。

在太空中飞行 13 天后，神舟九号于 6 月 29 日返回地面。

作为第一位飞天的中国女航天员，刘洋微笑着最后一个
出舱：“天宫就是我们在太空的家，很温馨很舒适，我们为祖国
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3 年 6 月 11 日 17时 38 分，神舟十号飞船搭载聂海
胜、张晓光、王亚平 3 名航天员发射升空。在轨飞行期间，航天
员先后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手控交会对接、绕飞交会等技术试
验，并进行了面向全国青少年的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6 月 26 日 8时 07 分，在经过 15 天太空飞行后，神舟十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安全着陆，3 名航
天员健康出舱。

“这次飞行任务让我圆了两个儿时的梦想，一个是飞天
梦，一个是教师梦。”谈到巡游太空的感受时，中国首位“太空
教师”王亚平说，“愿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人生梦
想，有梦想就能成功。”

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顺利收官，我国载人航天
事业进入空间站工程建设的崭新发展阶段。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三度飞天，中

国载人航天进入常态化运行

当十月的阳光洒向神州大地，中国载人航天又迎来新的
长征。

2016 年 10 月 17 日 7时 30 分，在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托举下，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乘坐神舟十一号飞船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飞入太空。

此前，9 月 15 日，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
宫二号发射成功。

按照计划，神舟十一号将于距地面 393 公里的轨道与天
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组

合体在轨飞行 30 天。期间，两名航天员将按计划开展有关科
学实验。完成组合体飞行后，神舟十一号撤离天宫二号，并于
1 天内返回至着陆场，天宫二号转入独立运行模式。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表示，神舟十一号
飞船充分继承了神舟十号飞船的技术状态，主要功能和技术
指标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从满足本次任务要求，进一步提
高可靠性安全性，以及验证未来航天技术，满足未来空间站
交会测量设备长寿命使用要求，对神舟十一飞船的交会测量
设备进行了升级换代。

继完美执行神舟七号、神舟九号任务后，“非常享受自己
工作”的 50 岁的景海鹏三度飞天，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新
纪录；“在偶像杨利伟的感召下”加入航天员队伍的 38 岁的陈
冬，成为中国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男航天员。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的太空家园，是每一名航天员的梦
想宿营地，我充满期待！”景海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人类开展空间探索的最佳平台，空间站是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最高目标，中国将在 2020 年前后建
成空间站。

“神舟十一号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说，它标
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探索试验的任务即将完成。随着下一步空
间站的建成，我国载人航天将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通向中国空间站的 11 级阶梯

新华社甘肃酒泉 10 月 17 日电(记者李国利、陈曦)17
日 7 时 30 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此前，新华社
太空特约记者、航天员景海鹏、陈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
写下寄语。

寄语原文如下：
天宫游太空 ，神舟赴星河 。感谢新华社对中国载人

航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

安康 ！
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

奔赴太空前，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寄语《新华每日电讯》读
者，向《新华每日电讯》读者问好。

寄语原文如下：
仰望星空，共享荣耀。向《新华每日电讯》读者问好 ！

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感谢新华社

向《 新华每日电讯》读者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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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17 日电
(仇逸、段然)17日，“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记者
从上海东华大学获悉，景海鹏
和陈冬两名航天员的多款航天
员服装由东华大学研发设计团
队研制，充分体现了“科技加
时尚”的设计理念。此外，中
国航天员在轨运动锻炼服装、
非工作日休闲服装等，已于今
年 9 月搭载“天宫二号”进入
太空，供“神舟十一号”的航
天员取用。

1 6 日，景海鹏和陈冬
两名航天员身着东华大学航
天员服装研发设计团队研制
的秋冬常服帅气亮相。服装
的主持设计者、东华大学周
洪雷副教授介绍，服装突破
以往单一用色模式，在天空
色湖蓝基础上加入象征地球
天际线和外太空色调元素，
深浅明暗的变化搭配，看起
来更立体饱满有层次感；工
艺上多以立体直线条为主，
前肩隐喻航天飞行轨迹的
“ S ”形弧线与前胸象征
胜利的“ V ”形直线拼条
呼应，呈现粗细曲直和谐之
美。

除了地面任务服装外，
航天员进入太空后穿什么？
据了解，除了发射和返回阶
段，航天员在天空实验室都
将根据工作任务的不同阶段
和场合换上不同类型的专用
服装，开展在轨工作、生活
和运动。

东华大学航天员服装
研发设计团队设计研发保
障航天员太空和地面工作
生活全过程的系列专用服
装，其中，既包括航天员在
轨工作生活的工作服、锻炼
服、休闲服、失重防护服、睡具等，还有常服、任务训练
服、专用服饰等地面任务服装等数十个种类，这些专
用服装不仅要确保实现多项特殊功能，还融入中国特
色设计元素，为航天员增添时尚气息。

据悉，全系列航天服及配饰的款式、颜色、图案、
质地等不仅彼此之间相互匹配，还与舱室环境相融，体
现中国特色文化元素和时代特征，体现航天员群体的职
业特点和精神风貌。各具功能的不同类型服装，有的能
够帮助航天员在长时间太空飞行中起到对抗失重导致的
肌肉萎缩，有的还能呵护航天员调节他们的情绪和心
情，同时还要考虑舱内光线环境下进行摄影、摄像和图
像传输后的显示效果。

其中，运动锻炼服装由可拆卸组合式上衣与裤装构
成，用于航天员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太空跑
台运动、骑自行车运动时穿着。在设计时，既要在服装
结构上满足失重状态下航天员肢体运动的动作变化和舒
适度要求，又要兼顾狭小空间实验室内的视觉感受。最
终，这一系列运动锻炼服依据失重着装感觉模拟舱中视
觉心理学实验分析结果，采用了不同纯度蓝色色块匹配
使用，动感的线条分割符合人体工学，衣摆、袖口、裤
口宽松度都可以自由调节，衣袖、裤腿可自由拆卸组
合，特殊针织面料具有良好的热湿传递性、接触舒适
性、卫生清洁性能。

进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运动锻炼服装对各项
功能要求特别高，每件衣服重量误差超过 1 克就为不合
格，特殊部位的尺寸误差超过 2 毫米就要返工。东华大学
航天员服装研发设计团队负责人、服装学院院长李俊介绍
说，团队依托高校科研优势，分别在美观性、舒适性、防
护性、工效性等工程化测试平台中针对各种应用场景和环
境状况，对专用服装的材料及样件进行了上千次各类整体
评价和局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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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17 日电(记者张建松)茫茫太空，供
电系统是航天器须臾不能缺少的动力之源。成功发射的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电源分系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
八研究院负责研制。

据航天八院的神舟十一号电源分系统技术负责人沈冰
冰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采用的太阳翼，是我国载人航天
领域第一个全国产化材料制成的太阳翼。八院与配套单位
合作，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成功研制出采用国产高模量
碳纤维和铝蜂窝芯的刚性太阳翼，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打破了以往太阳翼基板结构的高性能碳纤维材料
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实现我国空间站工程自主
可控奠定了基础。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在太空驻留 30 天，对电源分系
统是个极大考验。当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对接停靠后，部
分设备将停止工作，届时整个飞船的耗电量将减小至
40%，蓄电池在长期小负载情况下不断充放电，产生“记忆
效应”；一旦耗电量又增回到满负荷状态，可能会出现蓄电
池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使蓄电池“失忆”，航天
八院的技术人员采用了调整充电曲线的方法。反复比
较神舟八号、九号、十号 3 艘飞船 8 年来的数据，再
经过大量地面长期试验，最终摸索出一条和神舟十一
号工作状态相匹配的充电曲线，给蓄电池在太空正常
工作加了“双保险”。

神舟十一号飞船停靠期间，对太阳电池翼的影响也不
小。太阳能的热量和光能，在飞船飞行时转换成电功率。
一旦飞船停靠后，耗电量变小，但发电的功率不变，多余
的功率就会发热，导致太阳电池翼的温度随之升高，部分
材料就会发生变化。

据航天八院的神舟十一号电源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钟
丹华介绍，为避免这一情况出现，研制人员做了大量太阳
电池翼高低温循环试验，对材料高低温特性进行了严格考
核。此外，还制定了详细的在轨飞控控制预案。太阳电池
翼的温度一旦升高，可以通过停转和偏置的方式，给飞船
的“翅膀”降温。

据悉，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发射后，航天八院 6 位参
与飞船电源系统监控的设计师，将在今后 30 天内， 24 小
时日夜监视电源数据，随时掌控飞船的工作状态。

揭秘神舟十一号供电系统

新“翅膀”全部“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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