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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这一凝
固中华民族千载梦想的艺术形
象

，

迎来她历史性的起飞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１

时
１０

分
，

载着翟志刚
、

刘伯明
、

景海鹏
３

位航天员的神舟七号飞船在中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周建平说

，

航天员将在这次
航天飞行中进行太空行走

，

这
将是中国人第一次像飞天一样
真正翱翔太空

。

与敦煌同一纬度的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

，

是中国唯一的载
人航天发射场

。

长征二号
Ｆ

型
火箭在夜空下点火起飞

，

火红
的尾焰映红了秋日的大漠戈
壁

，

构成壮丽的飞天画面
。

２１

时
３３

分
，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指挥常万全宣布

：

飞船
进入预定轨道

，

神舟七号发射
成功

！

这是中国长征火箭的第
１０９

次飞行
———

在完成托举
７

艘神舟飞船的使命之后
，

传统
的长征二号

Ｆ

型火箭将把发射
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的重
任传递给下一种新研制的火
箭

。

从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到
敦煌壁画上曼妙的飞天形象

，

中国人始终不曾忘记实现自己
的太空梦想

———

早在
６００

年
前

，

明代的万户就乘坐自制火
箭进行了人类史上最早飞向太
空的尝试

。

但直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

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
杨利伟首飞成功

，

中国人才真
正实现叩访太空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

随着费俊龙
、

聂海胜两人多
天的太空飞行

，

中国航天员的
活动范围从飞船返回舱扩大到
轨道舱

。

按照计划
，

在未来几天的
飞行中

，

３

位航天员中的一人
将穿着中国研制的

“

飞天
”

航天
服

，

步出飞船
，

把中国人的足迹
首次印到太空之中

。

其间
，

另一
位航天员将身着俄罗斯的

“

海
鹰

”

舱外航天服
，

在同样暴露在
真空中的轨道舱执行任务

，

配
合出舱航天员共同完成此次出
舱任务

。

“

我们想过很多名字
，

但最
终决定把国产航天服命名为
‘

飞天
’。 ”

周建平说
，“

我们希
望

，

将来我们能够像敦煌壁画
上的飞天一样

，

在
太空自由地飞
翔

。 ”

“

浩瀚太

空迎访客
，

三匹
‘

骏马
’

巡九
州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
挥张建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
此次航天飞行

。

３

位航天员年龄
均为

４２

岁
———

都属马
，

与此前
曾登上太空的杨利伟等

３

位航
天员同时入选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

他们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

已接受了
系统的出舱技术学习和训练

，

有信心完成中国首次空间出舱
行走任务

。

如果此次出舱顺利
，

中国
将成为继俄

、

美之后
，

第三个掌
握太空出舱技术的国家

。

神舟七号此次飞行中
，

还
将开展卫星伴飞

、

固体润滑材
料空间暴露试验和

“

天链一号
”

卫星数据中继等空间科学和技
术试验

。

“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

三步走
’

战略第二步任务阶段
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 ”

张建启
说

，

它的顺利实施
，

对于未来空
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的建设意义
重大

。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七号
，

５

年
３

次起飞的神舟飞船
，

引领
着中华民族一步步把梦想变成
现实

。

长征火箭
，

神舟飞船
，

飞天
舱外航天服

……

一个个被赋予
特别文化意义的称谓

，

寄托着
中国人对太空探索的浪漫想
象

。

在曾担任过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主任的张建启眼中

，

这浪
漫代表着中国航天人艰苦卓绝
的探索努力

：

从
１９７０

年第一颗
人造卫星升空到

２００７

年
“

嫦
娥

”

奔月
，

从
１９９９

年神舟一号
无人试验飞船飞天到今天的神
舟七号带着出舱使命起飞

，

中
国突破了一系列航天领域的关
键技术

，

稳步向人类探索太空
的前沿迈进

。

“

中国本着和平利用太空
的原则开展太空探索和开发活
动

。 ”

张建启说
，

太空属于全人
类

，

我们愿意与各国合作
，

共同
推进太空开发利
用

，

造福人类
。

（

新华社酒泉

9月 25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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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孙彦新

９

月
２６

日
，

神七飞船在第
２

天飞行中
，

将会有哪些精彩看
点

？

看点一：飞船变轨

飞船变轨是否成功
，

对飞船
能否按计划完成各项飞行任务
和准确返回地面预定着陆场至
关重要

。

飞船发射升空后
，

进入的是
距地球表面近地点高度约

２００

公里
、

远地点约
３４６

公里的椭圆
轨道

。

在椭圆轨道上飞行的飞
船

，

高度和速度时刻都在变化
，

每个点的数据差异比较大
，

返回
时方案设计较为困难

。

实施变轨
控制

，

就是要将飞船推入距地球
表面约

３４３

公里的圆形轨道
。

飞船变轨的实现
，

是由指挥
控制中心向飞船发送指令

，

通过
控制飞船上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长短

、

推力大小和方向来修正飞
船轨道

。

神舟七号飞船在飞行到第
５

圈时
，

将在地面指挥控制中心
的控制下

，

由椭圆轨道转变为近
圆轨道

。

看点二：飞天舱外航天服解

包启封

２６

日上午
，

航天员将解包
启封中国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
服

，

开始准备训练
。

舱外航天服可为航天员出
舱活动提供适当的大气压力

、

足
够的氧气

、

适宜的温湿度
，

以保
障航天员的生命活动需要

；

航天
服具有足够的强度

，

防止辐射
、

微流星和空间碎片对航天员的
伤害

，

保证航天员的工作能力
；

航天服还能提供可靠工效保障
及遥测通信保障等

。

飞天舱外航天服每套总重
量约

１２０

公斤
，

造价
３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左右

。

看点三：航天服组装与穿着

适应性训练

舱外航天服解包启封后
，

航
天员将开始对航天服进行组装

、

测试
、

穿着训练
，

整个过程要持
续

１４

个小时
，

这是为航天员下
一步进行出舱活动做准备

。

舱外航天服是世界上最精
密

、

最复杂的
“

服装
”，

虽然航天
员在地面进行了无数次穿脱训
练

，

但在真正的太空环境中还是
第一次

。

航天员必须严格按照程
序

，

一步一步实施
，

任何一个环
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
的后果

。

航天服在轨组装检查和训
练预计将在

２６

日午夜结束
。

（

新华社酒泉 9月 25日电

）

带着梦想起飞

新华社记者 贾 永 徐壮志

2008 年 9 月 25 日 21 时 10

分，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载着神舟

七号载人飞船，载着中华民族冲击

太空新高度的梦想，飞上太空。

这是神舟飞船第七次飞入太

空，也是中国人第三次登上太空。

继杨利伟实现中华民族飞天

梦想，费俊龙和聂海胜进入轨道舱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之后， 今天，翟

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中国航

天员的金秋之行，肩负着全新的历

史性使命———按照计划，他们将在

此次太空飞行中，实现出舱行走。

中国人，将首次在太空中留下

自己的足迹———这一看不见的足

迹， 必将作为最难忘的前进步伐，

永载中华民族的记忆之中。

梦想有多远，前行的步伐就能

迈多远。 从 1992 年启动载人航天

工程到 1999 年神舟一号试验飞船

起飞，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飞行到

神舟六号两人多天飞行，在实现了

一系列从梦想到现实的突破之

后———中国载人航天，又一次迈到

了一个重大的跨越关口。

实现太空行走，对于世界上任

何一个航天大国，都是历史性的一

步。

正是航天员出舱维修，使科学

家们至今仍能享受 1990 年 4 月

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提供的

宝贵资源， 而设计寿命 5 年的

“和平号空间站” 超期服

役 10 年， 开展

科 学 试 验

16500 余 项 的

奇迹，更是

与航天员的多次出舱维修密不可

分……实现太空行走，在任何国家

的载人航天历程中都是具有里程

碑式的突破：它意味着航天员可以

自主出舱来维修价值高昂的航天

器，建设和组装空间站。

现在正在建设的国际空间站，

就需要航天员在太空的参与。而人

类“重返月球” 和更远的深空探测

中， 航天员空间行走更是必不可

少。

航天员出舱活动， 技术难度

高、风险性大，无论技术攻关、产品

研制、航天员训练，还是任务组织

指挥，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

正因如此，自 1965 年 3 月 18 日苏

联航天员列昂诺夫首次踏足太空，

43 度春秋过去， 世界上依然只有

美、俄两国拥有完整的出舱行走技

术和经验。

然而，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所说的一样，在实

现千年飞天梦想之路上大步前进

的中华民族，有勇气来迎接这

样的挑战。

如果此次航天

员出舱行走顺

利， 下一

步

的神舟飞行就将进行航天器交会

对接试验，然后，就是开展具有一

定应用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长期

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实验室的研

制，再往后，就是长期有人值守的

空间站……

现实的辉煌，从来始于伟大的

梦想。 从渔船、出租车上的 GPS全

球定位导航仪到几乎家家都有的

卫星广播电视，从气象预报、信息

网络到餐桌上的 “太空稻米” 、

“太空蔬菜” ……今天，我们已经

生活在一个广泛应用“太空文明”

所带来成果的时代

太空， 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高度资源、

微重力资源、 超高真

空资源、无限的能源

和物质资源，而且为

我们提

供了广

袤

无垠的空间资源，甚至能够为我们

开拓出无穷的生存空间，为我们创

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和开

发才刚刚起步。即使我们顺利实现

了出舱行走的历史性突破，无垠的

宇宙依然有无数的奥秘等待着我

们破译。

光荣与梦想始终紧紧相连。作

为最早产生飞天梦想的民族，还在

饿着肚子的时候， 就曾把

“两 弹 一

星” 的梦想

变成了辉煌

的现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一

轮空间探索热潮已然兴起的今天，

中华民族用自己的飞天智慧造福

人类的时代已经到来。

神舟七号，预祝你圆梦而归。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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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四大任务

新华社酒泉

9 月 25 日电（记

者 徐 壮 志 李 宣

良）

“

神舟七号飞行最
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中第一次出舱活
动

。”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
平

２５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此外
，

还承担着
其他

３

项任务
。 ”

周建平说
，

神七飞行还将进行科
学实验

，

包括在太空中进行固体润滑
材料和太阳能电池极板舱外暴露试
验

，

将由航天员把材料取回到轨道
舱

。

科学家将研究太空环境对这些样
品的影响

，

通过研究寻找进一步提高
材料性能和寿命的方法

。

神舟七号飞船还将释放小卫星
，

小卫星将围绕轨道舱进行伴随飞行
。

通过这项实验
，

检验对两个卫星进行

相对运动控制的能力
，

同时检验地面
测控网对两个目标相对运动的测控
能力

。

周建平说
，

神七飞行还将进行太
空中继终端的试验

。

这项任务的完
成

，

将为我国建立天地测控网奠定良
好的基础

，

大大提高测控网的覆盖率
和效率

，

为载人航天今后从事交会对
接等对测控覆盖要求更高的活动奠
定更好的基础

。

航天员

“轻松”开始太空生活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5 日电

（记者 白瑞雪

张汨汨）

记者在
北京飞控中心指

控大厅的飞船舱内实时
画面上看到

，

神七发射全
过程中

，

３

名航天员表现沉稳
、

轻松
。

发射的前一分钟
，

航天员一起
向摄像机挥手

，

向人们作飞天前最
后的告别

。

翟志刚端处中央
，

左右

两侧分别是刘伯明和景海鹏
。

火箭点火
、

起飞
，

航天员专注
地看着面前的仪表板

。

在火箭完成
一二级分离

、

抛逃逸塔等关键动作
时

，

他们不约而同地多次挥手致
意

，

似乎是在回应指控大厅里工作
人员的阵阵掌声

。

发射后约
２００

秒时
，

整流罩成
功分离

。

翟志刚微笑着用左手比划
了一个

“

Ｖ

”

字
。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

他把飞行手册抱在怀里
，

不时地翻
看

。

在行驶的汽车中看书也不轻
松

，

更何况是在高速飞行的火箭和
飞船上

。

但
３

名航天员的表情都是
那么沉稳

，

仿佛飞船没有丝毫的颤

抖
，

而航天员的心理也平静如水
。

船箭分离时
，

航天员再次同时
挥手

。

翟志刚拿起手册
，

与地面进
行通话

。

几分钟后
，

北京飞控中心宣
布

，

飞船进入预定轨道
，

航天员身
体状态良好

。

这时
，

翟志刚放开了手中的飞
行手册

。

绿色的封面和白色的书
页

，

在失重的太空中飘浮起来
。

刘
伯明轻轻一拨

，

手册慢慢地翻转起
来

。

刘伯明笑了
。

紧接着
，

景海鹏也
把笔

“

放
”

在空气中
，

看着它跟着手
册一起旋转

……

神七航天员的太空生活
，

就这
样开始了

。

神七乘组是怎样选拔出来的

?

执行神舟七号载人
航天飞行任务的翟志刚

、

刘
伯明

、

景海鹏是如何从中国
１４

名航天员里选拔出来的
？

航天员系统的专家们向记者
讲述了神七乘组选拔的全过
程

。

航天员选拔训练研究室
主任吴斌介绍说

，

神七乘组

的选
拔从神六

飞行结束就开始
了

。

到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

在航天员共同训练期间
，

乘组
完成了初选

，

选出
６

人
，

并进
行了初步排序

。

此后
，

这
６

名航天员进行
了

２

个多月的任务训练
。

到
５

月底
，

乘组定选完成
，

训练和
选拔专家们对

６

人打分
、

排
序

、

分组和初步定岗
，

以数据
模型进行综合评价的方式作

为重要依据
，

将分数
前

３

名的航天员定为主
乘组

。

同时
，

１６

人组成的专家
委员会还投票选出了最适合
担负出舱任务的航天员

。

从
６

月到发射的前几天
，

乘组成员进行了强化训练
。

直

到发射前两天
，

飞行乘组和岗
位分工才最终确认

。

“

乘组选拔越来越难
，

在
使用百分制的情况下

，

打分精
确到了小数点后

４

位
。

现在除
了笔试成绩能有些差别外

，

航
天员的操作几乎都挑不出毛
病

。 ”

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申
行运说

。

经过艰苦训练和严格选
拔

，

翟志刚
、

刘伯明
、

景海鹏以
微弱优势领先

，

另外
３

名航天
员的分数紧随其后

，

成为候
补

。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
、

总设
计师陈善广说

，

神七乘组首次

采用个体替补备份
，

而不是像
神六那样进行整组备份

。

也就
是说

，

主乘组中的某一人如果
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

，

将由候
补航天员中的一人进行替代

，

其他两名主乘组航天员不受
影响

。

（

新华社酒泉 9 月 25 日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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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孙彦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