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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七”任务“神七”任务
发射场区最后一发射场区最后一
次船箭地联合检次船箭地联合检
查查 2323 日日 1010 时时 3030
分顺利完成，标志分顺利完成，标志
着飞船发射已进着飞船发射已进
入倒计时。航天入倒计时。航天
员出舱时间选定员出舱时间选定
在“神七”发射入在“神七”发射入
轨后的第二天下轨后的第二天下
午午进行。进行。

“神七”飞船副
总指挥、上海航天
局局长助理秦文
波说，“神七”轨道
舱完成使命后，将
与飞船返回舱脱
离，坠入大气层燃
烧消失，与航天员
们壮别。

发射运行期发射运行期间空间环境平静间空间环境平静
中国科学院空中国科学院空间环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已经开境研究预报中心已经开

始进入“神七”空间环境预报工作的倒计时阶始进入“神七”空间环境预报工作的倒计时阶
段。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预报中心将每天提段。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预报中心将每天提
交预报给指挥部和各系统。交预报给指挥部和各系统。

从从2323日的预报结果来看，“神七”发射运行日的预报结果来看，“神七”发射运行
期间空间环境平静，对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航天期间空间环境平静，对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航天
员出舱是安全的。员出舱是安全的。

2323日日99时，预报中心副主任刘四清与时，预报中心副主任刘四清与1010位位
预报员一起对初步形成的预报进行分析、讨预报员一起对初步形成的预报进行分析、讨
论。空间环境瞬息万变，预报员们对预报的最论。空间环境瞬息万变，预报员们对预报的最
终确定反复进行论证，仔细分析每一个空间现终确定反复进行论证，仔细分析每一个空间现
象的数据，斟酌着报告上的每个用词。象的数据，斟酌着报告上的每个用词。

55个月前，预报中心发布了第一份中期到个月前，预报中心发布了第一份中期到
中长期的空间环境预报。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中长期的空间环境预报。到目前为止，已经发
布了布了55份中期与中长期空间环境预报。份中期与中长期空间环境预报。

中国卫星在轨抢救技术中国卫星在轨抢救技术
达到世界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水平
记者从中国西记者从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安卫星测控中心

获悉，中国卫星在轨抢救技术已经获悉，中国卫星在轨抢救技术已经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先后多次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先后多次成功
地排除在轨卫星重大故障，数十颗地排除在轨卫星重大故障，数十颗
卫星寿命延长一倍以上。卫星寿命延长一倍以上。

4艘大马力专业救助船到位
2323日，随着交通运输部东日，随着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所海救助局所

属的“东海救属的“东海救112112”轮和南海救助局“南海”轮和南海救助局“南海
救救101101”轮缓缓驶离上海外高桥救助码头，”轮缓缓驶离上海外高桥救助码头，
我国救捞系统我国救捞系统44艘大马力专业救助船（另艘大马力专业救助船（另
两艘是“北海救两艘是“北海救112112”、“南海救”、“南海救112112”）已全”）已全
部开赴预定海域，执行部开赴预定海域，执行神舟七号神舟七号海上应急海上应急
救援保障任务。救援保障任务。

此外，救捞系统此外，救捞系统44架救助直升机均作架救助直升机均作
好了出征前的准备，执行神舟七号海上应好了出征前的准备，执行神舟七号海上应
急救援保障任务。急救援保障任务。

救捞系统+天气监测+在轨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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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舱选在入轨次日
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逸

东说，如果发射时间是 25日晚上 9点 10分，那
么神七飞船将在 26日入轨。航天员将在轨道
日的第二天即27日下午进行出舱活动。

另据航天专家分析，从地球上乘坐飞船进
入距离地面 300多公里的太空，再从飞船进入
外太空，尽管有座舱和舱外航天服的保护，但航
天员都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过程。如果适应时
间过短，过早出舱就容易导致一些恶心、呕吐等
不良反应。 据《兰州晨报》

全面体检完毕
“神七”任务发射场区最后一次船箭地联合

检查，23日10时30分顺利完成，标志着飞船发
射已进入倒计时。

23日9时，东风指挥控制中心、测发指挥大
厅座无虚席，各系统专家和岗位人员严阵以
待。0号指挥员开始调度点名，收集火箭、飞船
和地面系统状态准备情况。

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崔吉俊介绍，船箭塔组
合体经过1500米的铁路运输，从技术区垂直转
运至发射区后，环境发生了改变，船箭状态如
何，各系统是否匹配，电磁环境是否兼容，需进
行全面“体检”。

9月22日，技术人员在发射区对火箭、飞船
进行了各项功能检验和系统间接口检查，一切
正常，具备了联合检查条件。

最后一次船箭地联合检查，是在箭地连接
状态下进行火箭全程模飞，主要检验火箭从点
火起飞到飞船入轨所有飞行动作和指令的正确
性与匹配性，考核火箭、飞船和首区测控通信系
统之间的协调性。

23日 10 时 30 分，船箭地联合检查顺利
完成。经过全系统质量评审和任务指挥部
的审议，火箭即将转入推进剂加注，飞船和
首区测控通信系统状态全部固定，待命发射。

轨道舱将不驻守轨道
“神七”飞船副总指挥、上海航天局局长助

理秦文波说，“神七”轨道舱完成使
命后，将与飞船返回舱脱离，坠入
大气层燃烧消失，与航天员们壮
别。

由于“由于“神七”比“神六”携带更多的载神七”比“神六”携带更多的载
荷，包括航天员人数、舱体体积、生活必荷，包括航天员人数、舱体体积、生活必
需品的增加，以及因出舱行走而新增舱需品的增加，以及因出舱行走而新增舱
外航天服等负重的增大，因此，“神七”在外航天服等负重的增大，因此，“神七”在
其他环节的精简“瘦身”就十分必要。其他环节的精简“瘦身”就十分必要。

秦文波介绍说，为了减重，“神七”秦文波介绍说，为了减重，“神七”
减去了以往轨道舱用于留轨的减去了以往轨道舱用于留轨的1616台发台发
动机及供电、供热、测控、通信等所有动机及供电、供热、测控、通信等所有
平台分系统，“神七”的轨道舱此次也平台分系统，“神七”的轨道舱此次也
将不再作为一颗卫星运行。将不再作为一颗卫星运行。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这是有关人员在海上进行神舟载人飞船搜救演练这是有关人员在海上进行神舟载人飞船搜救演练((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神七”飞天·专家揭秘】

火箭系统顾问刘竹生
“神八”将主攻交会对接

“神七”像奥迪
“神五”和“神六”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

生虽已不再担任总设计师，但仍以中国火箭
系统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对“神七”科研工
作的指导。

刘竹生说，“神七”比“神六”的改进主要
是火箭的震动小一点，舒适度更高，航天员不
会那么难受，希望这次改进能彻底解决火箭
的大震动。

“神六”发射时，刘竹生曾表示，如果作个
浅显的比较的话，可以说“神五”像拖拉机，

“神六”像小汽车。而这次“神七”可以让航天
员更舒服，“那么这次可以这样打比方，“神
六”像桑塔纳，“神七”像奥迪。

空间站2014年左右发射
我国太空空间站何时可以发射？刘竹

生说，空间站必须具备两项技术，一个是出
舱行走，一个是交会对接，要求发射的重量更
大，火箭的荷载力更大，推动力也要求更大，
有的网上消息说“神八”会在海南发射，那是
不可能的。“神八”的火箭还会作改进，主攻交
会对接技术。

刘竹生告诉记者，海南文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火箭有着更大的推力，这样，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把人打上去，海南文昌发
射中心把一些其他的重设备打上去，一边
打人，一边打设备，再在太空对接。“估计我
国空间站的发射时间在 2014 年、2015 年左
右，不远了。”刘老笑呵呵地说。

据《羊城晚报》《新快报》

“神七”副总指挥揭秘
“神七”有“三大亮点”

“神七”飞船副总指挥、上海航天局局长助
理秦文波表示“神七”在“体态”上呈现出“眼
睛”更亮、“翅膀”变少、“躯干”拉长三大亮点。

“眼睛”更亮
秦文波介绍说，由于将实现航天员出舱

“行走”，“神七”在轨道舱、推进舱的舱体安设
了两部摄像机，用于观测航天员在舱外试验
的全过程，航天员在附近“行走”等动作也可
尽收“眼”底。

作为首次搭载到神舟飞船的全新载荷，
这两部摄像机在研制过程中克服了“既要减
重，又要好用”的两难问题，其形态为长方体，重
量比家用小摄像机还轻出许多，这两颗精巧的
小“眼睛”不仅“明亮”，同时还能应对极端温度、
真空、辐射、粒子等空间环境的干扰。航天员

“太空行走”的画面要传到地球、传到国人眼中，
离不开这两颗“眼睛”的率先探视。

“翅膀”更少
由于“神七”携带更多的载荷，为了减轻

飞船的负重，“神七”的能量源泉、形似“翅膀”
的太阳帆板，必须从“神六”及以往飞船的两
对“翅膀”减少为一对。

“躯干”更长
“神七”的“躯干”，也出现了一少一多的

变化。“一少”是飞船减少了轨道舱的16台发
动机。“一多”是飞船相比于过去，轨道舱内将
增加一个“夹层”，这个“夹层”即气闸舱，其作
用是帮助航天员在舱内、舱外提供气压缓冲，
出舱前要“减压”，从太空返回后要“升压”，其
原理类似潜水员进出深海潜艇时需进行水压
调节。据介绍，气闸舱内有卸压、增压的设
施，可以帮助航天员“排解压力”。由于轨道
舱相关载荷的增加，“神七”飞船的“躯干”部
分，也比“神六”有所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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