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昨天，在上海空间推进研究院，刚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完成为神舟十号加注推进
剂任务归来的朱晓骅介绍了加注流程。他今
年 !"岁，是研究院非标设计专业副主任师，
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飞船推进剂加注，他
都参与其中。

朱晓骅说，推进剂有剧烈的毒性和腐蚀
性，同时又有易燃、易爆和易挥发的特性，所以
加注推进剂属于“高危作业”。从神舟一号到神
舟七号，操作人员必须身着厚厚的密封服，冒
着生命危险现场加注。经过多年努力，科研人
员逐步研制成功远程控制作业系统，从神舟八
号和天宫一号开始，实现了人和推进剂的隔
离。现在，人只要穿着白大褂在远程控制室内，
通过指挥监视系统观察和控制在防暴环境中
实施的加注工作，橡胶制的全封闭防护服只需
放在一边，以防万一。“加注厂房距离控制室约
#"米，外围是一层 $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暴
墙，保护远程控制人员的安全。”
加注是将神舟十号飞船与地面加注器的

接口密合后，通过管路加注，类似飞机空中加
油。整个过程必须保证完全密闭，不能有一丝
气体和液体泄漏。朱晓骅说，本次加注从 %月
$&日至 $!日，用了 '天完成，整个加注过程非
常顺利。这中间并非 $!小时连续加注，而是每
加注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观察是否有泄漏，
一旦发现泄漏，便要立即中止作业。朱晓骅介
绍，新研发的第三代加注设备，具有较好的密
封性和自动化控制程序，工艺状态稳定。
他还介绍，加注工作是发射场四大节点

之一，是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当加注工
作开始后，整个基地的工作会全部停下来，其
重要性可见一斑。“因为推进剂的加注有不可
逆的特性，一旦加注便不能泄出，否则意味着
整个推进系统的报废，整个工程终止，所以非
常关键。”朱晓骅说。中国航天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加注推进剂的执行团队也不例外，这次
加注团队的 &(个人平均年龄在 '(岁，本次
操作加注设备的小伙子吕吉伟，今年只有 $%

岁。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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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增加“绕飞”任务
与神舟九号执行的任务相比，神舟十号最

大的不同是增加了“绕飞”任务，也就是神舟十
号飞船计划将绕着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进行
绕飞。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顾问、老一辈航天人

韩宏印介绍，我国航天工程第三阶段任务，是
要发射大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空间站的
“体格”相当大，不可能把它一次从地面上发射
到太空，必须一个舱一个舱地发射上去，核心
舱先发射到太空，之后是实验舱一和实验舱
二，它们被发射到太空后，与核心舱对接。核心
舱上还有两个对接口，用于与载人飞船和运输
飞船对接。

“这些舱在太空中对接，不是‘串糖葫
芦’。”韩宏印说，对接口有直线上的，也有轴线
上的，所以这次神舟十号要演练绕飞，从侧面
和后面演练对接，为三期工程打下基础。
表面上看，神舟九号与十号执行的任务差

不多，但神舟十号的重点转向对空间交会对接
技术的验证和应用，相当于载人飞船天地往返
运输系统要进入定型阶段，为以后开始空间实
验室的研究和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一个天地往
返的运输系统。

首次“应用性飞行”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副所长魏青介绍，以

前的航天飞行，包括载人航天飞行，都叫做实
验性飞行，这次主要是应用性飞行，主要有两
部分应用，一是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上开始
一系列的应用科学实验工作，二是首次开展面
向青少年的太空科学讲座科普教育。
韩宏印说，神舟九号是突破关键技术，神

舟十号则是将其扩展，进行应用性的试用，为
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新女航天员王亚平候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透露，

来自山东烟台的王亚平是当前唯一参加选拔
训练的女航天员。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原
总装备部副部长张建启说：“如果到时候身体
状况允许的话，王亚平很有可能将乘坐神舟十
号进入太空。”
去年神九发射时，王亚平曾和刘洋一起进

入备选名单。她 &)岁参加空军招飞选拔，成为
我国第七批女飞行员，能飞 !种机型，参加过
多次战备演习、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消
云减雨等重大任务。$((*年 %月通过层层严
格选拔，王亚平成为我国首批女航天员，神舟
九号任务备份乘组成员。
此外，神舟九号的 '位航天员均未参加神

十乘组的选拔。

“太空厨房”全面升级
中国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胡胜云

介绍，此次针对神舟十号任务，科研人员对“太
空空调”和“太空厨房”进一步升级，力求可靠
性更高，功能更多，舒适度更好。
他说，尽管与地面上的空调和加热炉功能

相似，但“太空空调”和“太空厨房”面对的是太
空极为苛刻的环境条件，首先要进飞船，体积
和重量必须严格控制；其次，太空失重状态，和
地面截然不同，如果产品制造出现偏差，有可
能出现想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不想开却开
了的情况；再次，对系统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否则不仅维修难，还会威胁航天器和航天员的
生命安全。

发射进入倒计时，本报记者专访航天专家详解四大任务———

神十重任：绕飞天宫一号练对接

! ! ! !! 为天宫一号在轨运营提供人员和物

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进一步考核交会对接"

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 进一步考核组合体对航天员生活"工

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 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

任务的能力$

! 研究航天员空间环境适应性% 空间操

作工效!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器在轨维修试

验和空间站有关关键技术验证试验!首次开展

面向青少年的太空科学讲座科普教育活动等$

! 进一步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飞行任

务的功能"性能和系统间协调性$

6月3日，神舟十号飞船、
长征二号F火箭组合体已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技术区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
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
任务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当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宣布，我国将于6月中旬择机
发射神舟十号飞船，3名航天
员将再次访问天宫一号。

神舟十号飞行任务是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转入空间实验室
和空间站建设阶段的“收官之
作”。与神舟九号相比，它执行
的任务有何特别之处？又对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阶段任务
的实施起到怎样的承上启下作
用？昨天，本报记者走访了上海
空间推进研究所几位专家。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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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号船箭组合体已运至发射塔架!预示神舟十号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