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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八发射升空
中国空间站，80后乘组来了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
息，北京时间2024年4月25日18时
09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18时10
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

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
叶光富、李聪、李广苏3名航天员领
命出征。

20时59分，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
钟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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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
驻空间站已近六个月，正在积极准备
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
乘组。他们还在空间站里挂上了“欢
迎队友”四个大字。

神舟十八号乘组将与神舟十七
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
约 6 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
（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
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
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
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
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将进一步提
升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应
用效益。

各种科学实验项目，是此次任务
的“重头戏”。24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表示，乘组将利用
舱内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
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
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
域，开展90余项试（实）验。“比如，本
次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
关样品，将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
态研究项目，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研
究对象，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
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
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林西强说，还
将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茎尖干细胞
功能在轨研究，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

的适应机制，为后续定向设计适应太
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理论支撑。

目前任务期已接近尾声的神舟
十七号乘组进行了两次出舱任务，他
们的主要工作围绕空间站的维护和
维修展开，而神舟十八号的出舱主要
任务是空间站防护。据介绍，随着空
间站在轨运行时间的推移，难免会遇
到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因此航天员
的任务会有更多的动态调整。

据悉，在航天员完成在轨轮换
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计划于本
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4月25日晚，在徐州沛县胡寨镇
中闸村党群服务中心，航天员李广苏
的父母、岳父母、家乡亲友、学校老师
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神舟十八号发
射升空，为李广苏加油助威。

“女婿好样的，我们等你凯旋归
来。”李广苏的岳父母苏正义、魏家荣
激动地说。“没想到家里有亲人能登
上太空，太激动了，祝愿他一切顺利，
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李广苏
的大伯李厚清说。

亲友团在送祝福的同时，也回忆
起李广苏小时候的事。初三化学老

师田振说，以前上化学课做实验的时
候，他在讲台上演示，李广苏会主动
要求上台跟老师一起做实验，这种认
真好学的性格，给很多任课老师都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20时 50分，随着发射时间的临
近，李广苏的父亲李厚林、母亲徐桂
兰紧紧盯着电视屏幕，静静等待着点
火时刻的到来。

“3、2、1，点火！”20时59分，当电
视屏幕里传出“点火”的指令时，李广
苏的父母微微攥紧了拳头，全场一片
安静，大家静静地注视着飞船升空的

每一个过程细节。
“我宣布，神舟十八号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屏幕上话音刚落，亲
友团沸腾了，大家摇着国旗，欢呼鼓
掌，尽情表达内心的喜悦与激动。李
广苏父母也激动得湿了眼眶。

“沛县有两位航天员登上太空，
没想到其中一位是我弟弟，太骄傲
了。”“广苏，你是我们徐州的骄傲，是
沛县的骄傲，我们在家乡等你凯旋！”
亲友团们激动地表达着此刻的心
情。“我长大了也想去太空。”李广苏
的7岁侄子李洋说。

一旦天上出问题，值班火箭10天内可完成发射

神十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科学实验是重头戏，出舱“关键词”——防护

亲友团见证李广苏出征：好样的，等你凯旋

神舟十八号任务是今年中国空
间站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用于发射神
舟十八号飞船的火箭是长征二号F
运载火箭，它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型可
以执行载人任务的火箭，有着“神箭”
的美誉，这一型火箭有着其他火箭不
具备的两大系统。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全长约58.3
米，捆绑了4个助推器，起飞重量约
500 吨 ，首 飞 至 今 ，发 射 成 功 率
100%。由于长征二号F火箭承担载
人发射任务，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
极高，因此长征二号F火箭拥有其他
火箭所没有的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
救生系统，时刻保障航天员安全。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秦曈说：

“故障检测系统是用于诊断火箭在飞
行过程当中的整个飞行状态，看看火
箭是否工作正常，有没有出现一些影
响航天员生命的致命性故障。而一
旦诊断出来有相关致命性故障，就要
启动逃逸救生系统，将航天员带到一
个安全的区域。一旦在飞行过程中，
火箭发生重大故障，逃逸救生系统就
会将航天员所在的飞船迅速带离故
障火箭。并且在不同的飞行阶段还
有不同的逃逸方案，但火箭首飞至
今，这两套系统始终没有真正发挥过
作用。”

秦曈表示：“主要原因是长征二
号F火箭的可靠性指标非常高，它的
可靠性指标已经提升到了0.98以上，

将近 0.99。也就是说相当于 100 发
里头只有一发可能出现故障，一旦出
现故障之后才会启用我们的逃逸救
生系统。未来几年，长征二号F火箭
继续执行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神
舟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为空间站开展
常态化运营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距离发射塔架约1.5公里的总
装测试厂房，此时正矗立着另一发长
征二号F火箭，神舟十八号发射后，
它将开始执行应急值班任务，一旦天
上出现问题，值班的火箭可以在 10
天内完成发射，这也是进入中国空间
站阶段后载人航天工程对火箭提出
的要求。

据央视

叶光富（左）、李聪（中）、李广苏在出征仪式上 新华社发点火发射瞬间，航天员齐刷刷敬礼 央视截图

4月 25日，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引擎轰鸣、尾焰喷射、“箭”指苍

穹！北京时间 4月 25 日 20 时 59

分，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中国航天史

上，首个全部由80后航天员组成的

乘组奔赴太空。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

阶段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是载人

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也是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18次飞行。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

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6.5小时

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

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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