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二十”昨日下午发射升空

航天员陈冬发朋友圈“想太空了”

关注A3

4月24日17时1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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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是钟寅 李鸣

4月24日，航天员陈冬（右）、陈中瑞（中）、王杰在出征仪式上 新华社发（韩启扬摄）

陈冬朋友圈截图

铁汉柔情，陈冬“想太空了”

本次发射任务，由长征二号F遥
二十运载火箭完成。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
把中国航天员安全送入太空是它独
一无二的“功勋”，早在30多年前的
1992年就开始研制。

这一经典款火箭一直在“进化”，可
靠性和安全性不断提升。此次执行神
二十任务的火箭，又有两项显著升级。

首先是火箭的数据传输带宽显
著提升，从过去的2兆比特/秒提升至
5兆比特/秒，火箭到地面的数据传输
效率大幅增加，每秒大概可以回传

100 张A4纸扫描文档的数据量，实
现了飞行数据全程实时测量与下
传。同时，这次火箭还搭载了全国产
化高清摄像头，图像覆盖范围从3个
关键区域扩展至8个，包括箭体外表
面、二级发动机尾舱和神舟飞船等部
位，长二F火箭的图像传输正式进入

“高清时代”。
火箭的伺服机构也获得升级，这

个相当于火箭“方向盘”，可通过液压
装置推动火箭发动机的喷管摆动，从
而在飞行过程中调整火箭的姿态。火
箭伺服机构升级，意味着可靠性进一
步提升，可以更好地控制火箭飞行。

执行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的航天员乘组由陈冬、陈中瑞、王杰3
名航天员组成，陈冬担任指令长。“海
阔天空了”“果然是蓝天白云啊”……
在飞向太空的发射过程中，3位航天
员还感慨了几句所看到的景象。

发射当天上午，陈冬发了一条朋
友圈，尽显铁汉柔情——“太空有没
有想我不知道，但我想太空了，为了
太空，地球再见，为了使命，祖国再
见，为了任务，亲人再见！我会在太
空想念你们。”

无数网友为之感动，纷纷留言祝
福。“太空想没想你不知道，但全国人

民都想你啦！”“星辰大海，等你凯
旋！”

当天，陈冬的父母、同学守在电
视机前，观看发射直播。这是陈冬第
三次出征太空，父亲陈树林说：“现在
他出征都已经常态化了，每次执行任
务，我都特别高兴！”他表示，其实还
是有一点紧张，但不会像第一次那样

“心揪着”，各方面都在进步，他也一
次比一次放心。

陈冬的母亲黄焱则是注意到画
面中，儿子的鬓角已经有了些许白
发，黄焱感慨：“希望他能安心执行任
务，出色完成使命。”

火箭升级，支持传回“高清大片”

斑马鱼、涡虫和链霉菌有何“使命”？

太空新基建：
中国商业航天提速

4 月 24 日是第十个“中国航天日”。
中国商业航天正迎来“技术突破”和“规模
爆发”的双重拐点，太空经济从愿景正走
向现实。

神舟二十号任务将以斑马鱼、涡
虫和链霉菌作为研究对象，开展3项
生命科学实验。其中，失重性骨丢失、
心肌重塑是制约人类开展深空探索的
重要医学问题，斑马鱼实验将以神舟
十八号任务中建立的斑马鱼—金鱼
藻二元生态系统为基础，研究微重力
对高等脊椎动物蛋白稳态的影响，明
确蛋白稳态对失重造成的骨量下降
和心血管功能紊乱的调控作用。

涡虫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涡虫
空间再生实验是国内首次开展。本
项目将从个体水平进一步认识再生
基本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解决人类
空间损伤等健康问题。

链霉菌在土壤改良、植物促生抗
逆、生态系统构建和维持中发挥重要
作用。据介绍，本次实验研究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的微生物活性物质和酶
在空间环境下的表达规律，为利用空
间环境资源开发微生物应用技术和
产品奠定基础。

神舟二十号乘组在轨期间，除上
述3项生物实验外，还将在空间生命
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
等领域，持续开展 59项空间科学实
验与技术试验，有望在血管化脑类器
官芯片培养、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
高温超导材料空间制备研究等方面
取得重要突破。

商业航天爆发“奇点”来临
据预计，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

2025年将突破2.5万亿元。
2015 年被业内称为“中国商业航天

元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
展规划（2015—2025年）》出台，首次提出
鼓励社会资本步入航天领域。

2024年，中国商业航天迎来爆发“奇
点”。其首次作为“新增长引擎”写入当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截至目前，中国商业航
天企业数量迅猛增至500余家，在轨卫星
数量不断攀升。

赛迪研究院商业航天首席研究员杨
少鲜表示，开启太空新基建时代，“航
天+”等新业态正在萌芽，太空旅游、商业
探月有望在5至10年内实现政策突破、迈
向试验验证或商业运营初期。

商业火箭可回收时代开启
1990年4月，中国首次发射国外卫星，

当时的运载火箭主要是“国家队”长征家
族。30多年后，中国商业火箭迎来市场的

“黄金时代”。
3月 21日 19时许，甘肃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星河动力研制的谷神星一号运载
火箭发射升空，将云遥气象星座的6颗卫
星送入太阳同步轨道。除了谷神星一号，
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去年1月
也在山东海阳近海海域成功发射，刷新了
当时全球固体火箭运力纪录。

如果说固体火箭是商业航天领域的
“轻骑兵”，液体可回收火箭就是撑起太空
经济的“航空母舰”。它凭借大推力优势
突破载荷上限，以回收复用降低成本，是
开启航天工业规模化时代的核心引擎。

中国商业火箭企业正以新型液体火
箭发动机为突破口，推动我国成为全球少
数掌握全流程回收技术的国家。

“流水线上造卫星”
今年每个月都传出商业卫星新动向，显

示中国商业卫星迈上高密度入轨新台阶。
从2015年国家提出支持商业卫星发

展，到2020年卫星互联网被纳入新基建，
再到自去年以来各地商业卫星产业加速
落地，民营卫星企业掀起一股创新浪潮。

在江苏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总
装大厅，充满科技感的生产线在进行装配
工作。4月1日成功发射的卫星互联网技
术试验卫星中的两颗，就是这里制造的。

“在卫星制造领域，商业航天企业低成
本、批量化生产的优势正进一步凸显，卫星
的研制正从少量定制模式向批产模式转
变，能够像生产电脑一样生产卫星已经走
入现实。”银河航天首席科学家张世杰说。

发射场实现0的突破
如果将商业火箭比作“飞机”，商业卫

星比作“乘客”，商业航天发射场就是供
“乘客”登机、“飞机”起飞的“机场”。当
“乘客”和“飞机”越来越多，打造“专属机
场”势在必行。

2024 年底，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
次任务圆满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天梁介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
首个企建民用的航天发射场，其任务组织
和管理运作采用灵活高效的商业化机制，
可以更好地聚集社会创新力量。

这个“破局”者，正在将科技创新的引
领性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有效结合，满足
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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