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共同举办的神舟九号返回舱开舱仪式 7月 1日在京举行。 来自研制

单位和搭载单位的代表一道，共同迎接神舟九号返回舱回“家”，与 3 名航天

员一起遨游太空 13天的各项搭载物品移交给各搭载单位。

开舱仪式举办地点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 上午 10 时， 随着一声

“开舱”指令的下达，工作人员使用开舱“钥匙”，打开返回舱，陆续取出搭载的

物品。 随后，在开舱现场进行了搭载物品的移交。

此次移交的搭载物品主要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启天宫的梦想”青少

年科普活动搭载科学实验种子，中国邮政太空邮局“来自太空的祝福”邮政物

品，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天辰公司搭载的农作物种子和微生物菌种，中

国航天报社“我给神九航天员写封信”公众活动的信件和航天文化艺术芯片

等。 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播发的首张照片《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底片，此次也随神舟九号一同飞天。 经

现场工作人员验证后，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交还新华社。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开舱仪式进行了现场公证。

神舟五号，圆了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 2003年

10月 16日 7时，当杨利伟从神舟五号返回舱探出头

来，微笑着向人群挥手致意时，寒风凛冽的内蒙古草

原，一下子沸腾起来。 一人一天的飞行，对于神舟五

号飞船来说， 意味着对载人航天工程各系统工作性

能、可靠性、安全性和系统间协调性的全面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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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返回舱开舱

搭载物品亮相

载人航天拉动经济作用明显 已有 400 余项技术转化应用

神一到神九 九次起飞九次突破

7 月 1 日，工作人员展示从神舟九号返回舱内取出的搭载物品。 新华社发

核心

提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 6 月 2 9 日表示，载人航天的投入对经济拉动作用显著，载人航天的产出比是 1 ∶1 0 到 1 ∶1 2 ，我国已有

4 0 0 余项载人航天技术成果得到转化推广应用。王兆耀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实施了 2 0 年，中央财政安排了 3 9 0 亿元。这些经费主要用在技术

研发、样品研制、飞行产品的生产，试验设施设备的建设以及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的消耗。

拉动经济

已有 400余项技术转化应用

王兆耀表示，通过数次飞行试验，

我国已经成功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

的三大基本技术———载人天地往返、

航天员空间出舱、交会对接技术，我国

还建成了较为配套的载人航天研制生

产试验、测试发射、测量控制的体系，

取得了 900 余项国家级发明专利和科

技进步成果，带动了相关的基础科学、

应用科学的研究。

王兆耀说：“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

高新技术的集中展示，对人类来讲，这

是探索未知、 拓展认知、 拓展生存空

间，开发利用外层空间的需要，对我国

来讲，还有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需要，

因此在政治、战略、经济、科技、人才培

养、 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

谈到载人航天工程和民生的关

系以及成果的转化，王兆耀表示，我

国已有 400 余项载人航天技术成果

在转化推广应用，在科普教育、矿业

安全、 健康医疗等方面有了具体的

应用。

航天工程

建立了完整的

天地往返载人运输系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月 29 日举

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天宫一号与神舟

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有关情况。 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袁洁在

发布会上表示，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

步至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天地往返载

人运输系统， 为我国正在研制建设的

载人空间站及其运营系统奠定了扎实

基础。 袁洁表示，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的战略确定了一条优化合理

的研制途径， 通过研制 9 艘飞船和 1

个空间实验室，全面实现了天地往返、

航天员出舱、 空间交会对接等预定目

标。

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 中国航天人给这艘自

己建造的飞船定位为“样品”。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

第一艘飞船， 神舟一号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考核运载火箭性能和可靠性， 验证飞船关键

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 以及包括发射、 测控通

信、着陆回收等在内的整个系统工作的协调性。

除了没有载人，神舟二号的结构、技术性能和

要求，都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凡是与航天员生命

保障有关的设备，基本上都采用了真实件。 它也被

中国航天人称之为“正样”。 作为我国第一艘正样

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

舱三个舱段组成，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

能有了新的提高。 神舟二号承担了诸多领域的实

验任务。 我国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

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

域的实验。

神舟三号搭载的人不是真人，而是可以模拟航

天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心律、血压、耗氧以及

产生热量等多种太空生活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的形

体假人。在火箭发射和飞船入轨后，模拟人传输回来

的各项指标， 为将来航天员进入太空提供可靠的数

据。与前两艘飞船相比，神舟三号飞船具备了航天员

逃逸和应急救生功能， 并对降落伞系统进行了改进

和完善，确保在回收过程中能够安全着陆。

神舟三号飞行时间约 6 天 6 小时 36 分，飞船

搭载了 10项 44台有效载荷设备。

回忆起这一次发射，几乎参与发射的工作人

员都会用一个字来总结：冷。

那一年冬天，深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地

表气温下降到零下 29 摄氏度。 在没有暖气设备

的发射架上，工作人员被冻得手脚僵硬，全身冰

凉。 但神舟四号经受住低温的考验，并突破了我

国低温发射的历史纪录。 神舟四号飞船的系统配

置、 功能及技术状态已与载人飞船基本相同，并

成功解决在前三次发射中发现的有毒气体超标、

太空辐射等问题。

神七：出舱

发射时间： 2 0 0 8 年 9 月 2 5 日 2 1 时

1 0 分 0 4 秒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在发射升空 43 个小时后，航天员

翟志刚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舱外活

动。 从技术上来讲，神舟七号载人航天

飞行实现了航天员出舱活动和小卫星

伴飞，成功完成了多项技术实验。 持续

19 分 35 秒的舱外活动，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

国家。

神八：天吻

发射时间：2 0 1 1 年 1 1 月 1 日 5 时 5 8 分

运载火箭： 新型长征二号 F 遥八火箭

追赶并“亲吻”在天际苦苦等待的

天宫一号，是神舟八号的最大使命。

交会对接作为载人航天工程中不

可逾越的环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神

舟八号是一艘改进型载人飞船， 具备

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功能， 同时验证

组合体工作模式， 并开展空间科学实

验。 发射神舟八号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八火箭， 也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基

础上进行了多项改进。

神九：手控对接

发射时间：2 0 1 2 年 6 月 1 6 日 1 8 时 3 7 分

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遥九火箭

载着景海鹏、刘旺、刘洋三位航

天员访问天宫一号，与之实现手控交

会对接，是神九的新使命。 此次有人

交会对接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人已具

备了向在轨航天器进行人员输送和

物资补给的能力。 天地往返、出舱活

动、交会对接……随着完整掌握载人

航天三大关键技术，中国开始迈向空

间站时代。

（综合新华社、《城市晚报》消息）

那一次， 航天员费俊龙在太空中用大概 3 分

钟，连翻 4 个筋斗；以神舟六号每秒 7.8 公里的速

度，费俊龙的一个筋斗“翻”了大约 351公里。 神舟

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两人多天飞行， 在这次将

近 5 天 5 夜的太空飞行中， 两名航天员进行了穿

越轨道舱与返回舱、工效学评价、医学实验、轨道

舱飞船设备操作等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标志着

我国具备了“多人多天”的太空飞行能力。

神一：样品

发射时间： 1 9 9 9 年 1 1 月 2 0 日 6 时 3 0 分 7 秒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神二：成型

发射时间： 2 0 0 1 年 1 月 1 0 日 1 时零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神三：“载人”

发射时间： 2 0 0 2 年 3 月 2 5 日 2 2 时 1 5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 F捆绑式火箭

神四：低温

发射时间： 2 0 0 2 年 1 2 月 3 0 日 0 时 4 0 分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发射时间： 2 0 0 3 年 1 0 月 1 5 日 9 时整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神五：圆梦

神六：筋斗

发射时间： 2 0 0 5 年 1 0 月 1 2 日 9 时整

运载火箭：新型长征二号F捆绑式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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