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蔡旭哲（中）、宋令东（右）、王浩泽3名航天员组成。蔡旭哲担任指令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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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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4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
33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十九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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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
期间，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
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
来访，计划于2025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
返回东风着陆场。

此外，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
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
划于11月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十九航天员乘组确定，今晨出征

东大校友王浩泽，从造火箭到坐火箭
10月29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10月30日4时27分发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乘组成

员为：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
这次航天员乘组依然采用“一老带两新”的组合，由蔡旭哲这位70后老将担任指令长，带宋令东和

王浩泽两位90后完成飞行任务。其中，王浩泽是继刘洋、王亚平之后我国第三位女航天员，也是我国目
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毕业于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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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哲
刷新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

时最短纪录

蔡旭哲 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
航天员，2022年 6月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行任务。在执行神舟十四号出舱任务的时候
创下了多个首次，包括首次舱外救援验证、首
次跨舱段的舱外行走等。

蔡旭哲回忆，2022年 6月到 12月，他和
队友一起执行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参与并见证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
组装完成，与神舟十五号乘组实现了首次太
空会师。此时此刻，太空忙碌充实的场景还
历历在目。蔡旭哲表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
业是一场接力赛，千千万万的航天科技工作
者都是这场接力赛的参与者、建设者、传承
者，大家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
辉煌，我们航天员也是这场接力赛的一分子。

时隔两年，48 岁的蔡旭哲再次领命出
征，刷新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纪
录。对于两名90后新队友，他给予高度评价
——两名队友勇敢、自信、阳光、乐观，具有强
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能够做到触类旁
通、举一反三。“和他们在一起，我的心态也
变得更加年轻，可以说受益颇多、信心倍
增。”他透露，他们三人在一起备战训练已有
一年多，一直保持最佳的状态、顶格的标准。

当被问及还会去执行出舱任务？如何带
领两名90后应对挑战？蔡旭哲说，在太空执
行出舱任务充满风险和挑战，考验乘组配合
的默契度，考验天地协同的精准度，这次神舟
十九号飞行任务也安排了多次出舱活动，三
人在地面已经做好充分的训练，尽力把各种
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周全，把之前历次出
舱任务的有益经验都梳理清楚，把各种方案、
预案都训全、训好。地面准备越扎实，天上操
作越从容。在空间站执行任务，随时都有可
能出现各种意外的情况，这对乘组的应急情
况处置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也是航天员面
临的最大挑战。相信有扎实的备战训练，有
坚实的地面支持，一定能够直面挑战、安全、
顺利、稳妥地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宋令东
接力棒传承的“90后”一代

宋令东是1990年 8月出生，曾任空军航
空兵某旅飞行中队中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
飞行员。

在记者见面会上，宋令东说：“21年前，
13岁的我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观看神舟五号
成功发射，心潮澎湃，无比神往，飞天梦想
的种子就此萌发。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那
一刻，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太空最近的天
空，成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鹰护卫祖国的
长空。七尺男儿朗朗乾坤，保家卫国义不容
辞。2018年，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再次点燃
我的飞天梦，入队以后，我牢记飞天使命，
勇敢担当。”

如今，“神舟家族”的接力棒已从“60后”
“70后”“80后”的前辈手中传承到“90后”一
代。宋令东说，作为一名90后航天员，自己
有幸为国出征，执行神舟十九号飞行任务，深
感荣幸与自豪。“我深知这一切得益于祖国的
强大，得益于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更得
益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宋令东说，出征在即，重任在肩，将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棒，展示好“90后”
的形象，将祖国的荣耀再次写满太空。

按照计划，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于
2025 年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
场，三名航天员将在空间站里度过春节。宋
令东说：“我们也会在中国空间站给大家拜大
年送祝福。地面人员也为我们准备了节日大
礼包，至于里面是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也很
期待这份神秘的惊喜。”

王浩泽
第一个坐上火箭的火箭设计师

王浩泽是1990年 3月出生，曾任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不仅是我
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也将是我
国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

在第三批航天员中，有 7名航天飞行工
程师，王浩泽是其中之一。此前，她从没想

过，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有朝一日可以成为
航天员。“当时看到有这个机会，太宝贵了，
我就报名了，太酷了！”

身为工程师而不是飞行员的她，选拔过
程中的各种航天生理功能测试，对她而言都
是全新的挑战。然而王浩泽却很享受这个过
程，未知的挑战并未让她产生压力，只觉特别
新奇。“航天员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能有
幸参与其中，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从航天科技工作者入选第三批航天员，王
浩泽无疑是幸运的。但幸运不代表训练标准会
降低。选拔阶段，第一次坐离心机，短短几十
秒，让她的肺部像撕裂一样。“离心机教员说他
有一个警铃，这么多年从未响过，从来没有航天
员按下过。我当时就握着这个警铃，一直在做
思想挣扎。虽然很难受，但我觉得我不能按，我
不能成为第一个按警铃的人。”

王浩泽将与两名队友共同承担空间科学
实验和站务管理任务，她主要负责空间试实
验项目、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工作。她说，很
多重大项目都将由三人共同完成，没有完美
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我相信在指令长
的带领下，在天地一心的默契配合下，我们乘
组一定会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见面会上，王浩泽说：“从火箭发动机设
计师到航天飞行工程师，我的身份在变，但航
天报国的初心和使命不变。从造火箭到坐火
箭，从托举飞天到自己飞天，我要深深地感谢
所有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她说，作为一名航天员，从幕后走到台
前，航天员也是千千万万航天人的手和眼。

“我们已经在地面的模拟器训练了无数次。
我和大家一样，做梦都想去天上的空间站看
一看，我想在咱们的‘太空豪宅’里飞来飞
去，体会失重的快乐；我想精心地完成好每一
项任务，守护好咱们自己的太空家园；我还想
在深邃的太空里遨游，向星星挥一挥手，当然
我更要看一看生我养我的祖国母亲。慈母手
中线，游子身上衣；无论身处何方，祖国母亲
永远是我最深的眷恋。”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王浩泽是东南大
学能源与环境学院2008级能源动力工程本
科、2012级热能工程研究生，导师是顾蟠教
授。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
完成，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
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并于
今年8月入队参加训练。”林西强介绍，针
对第四批航天员不仅要执行空间站任务，
未来还要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新特点，在
训练内容设置上，进一步培塑航天员从操
控飞行器到驾驶月球车、从天体辨识到地
质科考、从太空失重漂浮到月面负重行走
的能力。

据悉，载荷专家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
地区，已于8月8日入队。“目前，2名港澳
载荷专家已全面融入团队。”林西强说。

未来

第四批航天员
将承担载人登月任务

发布

中国货运航天飞机正式公开

在轨轮换、驻留约6个月
神十八计划11月4日返回

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
中心研究员张伟介绍，在神舟十九号任务
期间将执行开展包括生命科学、流体、燃
烧、材料等实验。特别是生命科学实验，
这次将带上果蝇，在太空建立一个亚磁的
环境，研究在亚磁环境下果蝇的一些生长
发育以及它的一些行为。

果蝇的许多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相
似性，其研究可以获得对人类遗传疾病的
认识，为研究人类自身在太空的适应性奠
定基础。张伟介绍，随着实验装置和关键
技术的研发攻关，未来还将在中国空间站
展开小鼠实验。

据了解，神舟十九号乘组即将展开的
科学实验中，有16项为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征集立项的项目，其他则为建造期
项目的延续实验。

首次把果蝇
带上太空展开实验

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低成本货运航
天器和载人月球车研制方案的评选进展
情况，其中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
设计研究所提出的昊龙货运航天飞机方
案，成为胜出的方案之一，获得工程飞行
验证阶段合同。

据悉，昊龙货运航天飞机是由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成都所自主设计研制的一型
带翼可重复使用商业航天飞行器，用于开
展低成本的空间站货物运输任务。昊龙
货运航天飞机具有较大的货物上下行能
力、优良的飞行环境及处置保障效率，可
通过多次重复使用进一步降低空间站货
物运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