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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郑州造”助力神舟二十号

“3，2，1，点火！”4月 24日下午，瞄
准北京时间17时17分，神舟二十号载人
飞船发射。看到屏幕上的飞船顺利腾
空，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主管
设计师岳玉洁终于松了一口气——护航
神舟二十号，他和他的团队再立新功。

此次神二十发射日刚好遇上“东方
红一号”发射 55周年和“中国航天日”，
此次“赴天空出差”的三人组里，陈冬又
是河南郑州人，神舟二十号里还有不少

“郑州造”……属于郑州人的浪漫，不仅
书写在中原大地上，也遍布星辰大海。

无论是航天员舱外服背包电缆、电
连接器，还是配备“天问一号”天线组阵
系统轴承；无论是研制长寿命循环泵，
还是空间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技术；还有
自锁阀、快断器、过滤器……郑州正在
以“硬核制造”筑基中国航天强国梦，郑
州航天也以“毫米级”的极致追求，为航
天器披上可靠“铠甲”。

在“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
多家航天企业及科研院所，对话航天工程
设计师、高校学者、业内专家，揭秘郑州如
何以“创新基因”托举航天梦想，为神舟二
十号“九天揽月”贡献郑州智慧。

“用在天上的产品容不得半点马
虎，我们的产品必须百分百可靠。”中
国航天科工河南航天（简称“河南航
天”）精密一班班长王杨感慨，“安全
是航天的生命线，我们交付的不是零
件，而是航天员回家的船票。”

对于神舟二十号，河南航天也颇
有贡献。他们为神舟二十号载人飞
船热控分系统提供自锁阀、加排服务
阀、温控阀、快断器、过滤器等多种类
配套产品，提供的自控阀、电磁拖动
机构、自锁阀等多种类配套产品分别
应用于载人飞船的供气系统、对接机
构与推进系统中。

“生产过程中除了要确保尺寸精
度达标外，更要确保产品外观无瑕
疵，先肉眼初检，再通过 10倍显微镜
细查，接着用工业内窥镜探查内部。”
王杨介绍，在生产出来后，班组要做
到自检自分，哪怕有0.1毫米的划痕，
都要检查区分出来，不能移交至下一
工序。

据介绍，本次任务神舟二十号载
人飞船采用“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模式，全程无需航天员手动干预，姿
态稳定、精准定位。

空间交会对接，离不开激光雷达
的精准测量。由位于郑州的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简
称“中国电科二十七所”）研制的激光
雷达，精确定位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
实时相对位置，测量相对距离，距离
变化量，方位俯仰角及角度变化量，
引导神舟飞船和空间站实现在轨交
会对接。

“从2011年‘神舟八号’首次亮相
到如今‘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成功
对接，交会对接激光雷达已先后17次
成功助力我国太空工程。”中国电科
二十七所工作人员表示，“除此之外，
我所还研制有首区连续波外测系统，
也一如既往为航天员的征程提供了
可靠安全保障。”

据介绍，该系统于2023年完成第
五次升级换代，设备实现远程操控、
智能化诊断、自动化运行等功能，测
量精度高、机动能力强、可靠性高。
换代后的设备从芯片到计算机硬件，
从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再到升级设
计与集成，都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
权，真正实现“郑州造”，并保证每一
次任务的安全、可靠和顺利执行。

“我们交付的，是航天员回家的船票”

“我们培养的，是可以‘上天’的人才”

从精密航天器件的匠心打
磨，到前沿技术的创新突破，郑
州航天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
离不开航天人才的梯次培养。

记者来到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一探航天人才的培养情
况。作为河南省唯一的航空航
天类本科高校，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依托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技术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省航空航天导航制导与控
制工程研究中心，着力建设“空
天地研发平台”。

“我校致力于打造以航空航
天类专业为核心、理工支撑类专
业和传统经管类专业为两翼的

‘一体两翼’专业体系，为航空航
天产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
人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发展规划处处长郑宾国介绍。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郑
州航天电子公司与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签约了共建航
天电子技术联合实验室，正在
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品

研发平台，旨在依托高校科研
力量与企业实践优势，在技术
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协同发
力，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另外，河南航天与浙江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也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了联合
研发中心，双方携手围绕国家
重大科研任务攻关、创新平台
建设、校企人才联合培养等方
面深化合作，希望可以培养更
多高层次专业人才，解决关键
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突破，
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郑宾国表示，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作为河南省唯一
的航空航天类本科高校，按照
省委省政府关于高等教育“三
个调整优化”的决策部署，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发展，强化教育、科技和人才
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对接，加快
推进高水平航空航天大学筹
建，打造河南省航天人才的

“蓄水池”。

“我们提供的，
相当于确保准确的‘准星’”

确保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控制信
号、电信号实现精准传输，其中的关窍
就是连接器。

最小只有一角钱硬币直径大小，最
大也与手机充电器相仿，而就是这些小
小的航天元器件为“神舟”“神箭”经脉
的畅通搭建了“桥梁”和“纽带”。

“我们为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提供
了快速锁紧、快速断接、舱外对接等8系
列的连接器产品，每个系列产品也有几
十到上百个不等。”岳玉洁介绍。

“每个少则几根、多则上百根传输
通道的连接器，承担着飞船运行指令传
达的重要任务。”岳玉洁作为此次连接
器配套产品研发团队一员，对此如数家
珍。“通俗理解，连接器就是我们民用的
插头、插座。”岳玉洁解释。

面对太空环境这一特殊情况，小型
化、轻量化、稳定性强是连接器的关
键。“飞船所用舱外对接电连接器不仅
要保证可靠链接，还要经受住空间飞行
的各种考验，保证信号准确传输，大部
分产品都是用了镀金工艺，抗氧化和稳
定性强，导电性也好。”岳玉洁说。

在火箭发射前，垂直度调整仪是至
关重要的设备。它承担着确保火箭垂
直精准定位的关键任务，是保障发射顺
利进行的重要基础。

“从地面到太空，火箭发射角度的偏
差，将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郑州
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余凌
峰介绍，为长征2F运载火箭提供的垂直
度调整设备，相当于为火箭发射前安了一
个“准星”，确保火箭以最佳姿态发射。

高低温、盐雾等20余项试验任务，数
十次的技术复核，严格的工序把关……
对于百姓而言激动人心的点火升空画
面，在科研人眼里，或许是“日常”。“我
们现在再看飞船点火升空，对我们而言
像‘家常便饭’。”余凌峰笑谈。

“我们梦想的，
是更为广阔的天空”

近年来，河南省将航空航天及
卫星应用产业链作为重点产业链之
一来抓，已确立以郑州和鹤壁为核
心的全链条卫星产业集群建设目
标，形成“2+N”的发展格局。

中国军转民产业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蒋鹏飞认为，郑州具备军工企
业基础，涵盖航天、舰船装备、武器
装备、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占据中
心地域、信息枢纽、信息交通等区位
优势，目前已吸引如天兵科技、中科
光启、二十一世纪空间、合众思壮、
航天宏图等航天领域的企业入驻。

蒋鹏飞认为，当前，郑州依托航
空港区建设航天枢纽港，正在打造
航天测运控中心、航天数据交易中
心、空天数据应用中心，发展成为我
国重要的卫星产业基地；依托高新
区北斗产业园、金水区地理信息产
业园等，推进“北斗+”应用技术研
发，开展北斗芯片、卫星终端模组、
智能终端产品研制；依托经开区建
设河南航天智能制造产业园，承接
卫星制造及配套产业转移；发挥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河南数据与应
用中心作用，发展面向农业、气象、
交通、物流、能源等行业的通信、导
航、遥感卫星融合软件与应用服务，
建设全链条卫星产业集群。这些板
块的设置，将为郑州在航天产业方
面提供扎实的基础。

对于郑州打造“航天产业高地”
方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院长
王晓璐提出三方面建议。

王晓璐认为，要聚焦错位布局
细分航天相关产业链、提升政策创
新与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城市品牌
与航天文化赋能等持续发力，发挥
河南省、郑州市装备制造优势，打造

“航天高端制造集群”。同时，依托
河南农业大省需求，推动卫星遥感
在粮食估产、灾害预警中的应用，形
成“航天+农业”特色模式。

“郑州要重点扶持本土航天科
创企业，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枢纽，
利用郑州航空港区位优势，建设航
天器部件与装备测试基地，构建航
天制造领域相关产业链。”王晓璐表
示，可以推动郑州航天主题城市 IP
建设，串联少林寺传统文化与航天
基地现代科技，塑造独特文化符号。

从 1972年的神舟一号到如今
神舟二十号发射成功，30 年的历
程，中国航天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
到多人、从多人到长期驻留，离不开
航天人的代代“传承”，是技术、人才
的传承，更是航天精神的薪火相
传。对于郑州而言，也是如此，不沿
海不靠边的这座内陆城市，也以不
断的努力，书写着“我们的目标是星
辰大海”的铿锵语句。
本报记者 李娜 刘盼盼
魏滢 文/图

中国航天科工河南团队工作人员把控产品质量安全

4月24日，搭载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目前，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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