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华社甘肃酒泉 !月 "#日电 （记者
巩琳萌）我国拥有酒泉、西昌、太原 !个卫星
发射中心。为何当初选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作为载人航天发射场？有关专家说，这主要
取决于五个方面的考量———

!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当时已经建场

!"年!具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各种设施

基本齐全!技术保障"测控通信"铁路运输和

发配电等配套完善#

! 发射场区为戈壁滩!航区#""公里以

内基本为无人区!$%"公里以内没有人口密

集的城镇和重要的交通干线!安全性较好$

! 发射场区占地 &万平方公里! 地势

开阔!完全满足待发段和上升段航天员救生

要求!也是先进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最理想

的发射和回收着陆场所$

! 可以充分利用距离数千公里! 并已

基本形成的陆上航天测控网$

! 场区内气候条件干燥少雨! 雷电日

少!容易满足发射条件$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发
射场于 "##$年动工，"##%年竣工，是世界
上仅有的 !个已经实施过载人航天发射的
发射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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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发射前全区合练上午举行
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明实施，届时发射将进入不可逆程序

特派记者 吕剑波

! ! ! !昨天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了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情
况介绍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
总指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表
示，与此前 %次任务不同，这一次的任务具
有四个首次的特点———

首次实施手控交会对接%首次航天员进

入天宫一号驻留% 首次有女航天员飞行%首

次十多天的载人飞行$

崔吉俊透露，为实现任务目标，发射场

系统做了三大方面的改进：首先为适应载人
交会对接任务需求，新增了与航天员有关的
手控对接、自主应急返回模式下的模拟飞行
等测试项目，任务流程从神舟八号与天宫一
号交会对接的&!天增加到&#天；其次为提高
发射场测试设备的可靠性，启动了与航天员
生活保障、火箭推进剂加注等重点工作密切
相关的"'项基建技改项目；第三为满足高效
指挥决策需求，对发射场测发指挥监控系统
进行了多项升级改造。特派记者 吕剑波

!焦点关注"

神舟九号飞天的“四个首次”

!焦点背景"

载人航天发射场为何选址酒泉？

" 天宫一号已做好准备!迎接神九飞船的载人对接 图 !"#

! ! ! !执行我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各大
系统进入最后准备工作状态———今天上午，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神舟九号发射前的全
区合练，主要演练火箭点火升空后的测控，以
及全区的指挥控制系统。
昨天，神舟九号任务开始进入火箭加注

准备阶段，发射测试站地面设备技术室工作
人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模拟加注演练。如果一
切顺利，将会在明天实施火箭推进剂的加注
工作，届时发射将进入不可逆程序。

推进剂三次降温
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地

下，有大量的数据通过光缆从发射塔传输到
指挥控制大厅，火箭系统部分工作人员也坚
守在塔架上，配合加注工作人员铺设管道，为
后期正式加注做好准备。
此次神九任务是我国首次在夏天发射载

人飞船，为了缩短发射流程和保障安全，降低
风险，加注人员必须对推进剂降温。
“前期我们更新和调试了相关设施设备，

同时也检查考核降温能力。我们准备安排三
次降温，确保在加注前把推进剂温度降到加
注时的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试发射工
作协调组组长高敏忠说。
“目前我们能降到 &!左右，这样就能保

证火箭在发射的时候推进剂在正的 "&!左
右，这是最好的发射温度。我们对第一个发射
窗口实施发射抱有必胜的信心。”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主任崔吉俊说。

低温的推进剂对管线有热胀冷缩现象，
可能会对气密性产生一些影响，但前期已经
进行了气密性的检查试验，准备很充分。“我
们已经完成了加注系统设备的调试、加注器
材的准备、加注软管的连接，下一步我们将组
织一次全面的气密性检查。”高敏忠说。

沙尘天气将结束
从昨天开始，酒泉地区受到沙尘暴的袭

击，整片天空昏黄一片，风也很大。这样的天
气，是否会影响神舟九号的发射呢？

根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台预报，昨
天和今天，发射中心地区将会刮起大风，并且
有沙尘暴天气，不过，过了今天，沙尘暴天气
就将结束。
“气象对航天发射的影响很大，所以从飞

船进场以后，发射场的气象人员一直跟踪气
象的变化情况，在几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预
报，像昨天这样的天气几天前就预报到了。”
发射场副总指挥张道昶说，“这主要是受到冷
空气的影响，使得发射场大风降温伴有沙尘。
这个过程过去以后，明后天的气象就很好，比
较平稳，不会影响发射窗口。”

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进入高密度、
全时段气象监测，气象台十余名工作人员($

小时监测，为火箭发射提供各项气象数据。
发射之前气象人员每天早晚会各放一次

探空气球，而在发射当天更会每隔三个小时
放一次。直径两米的白色氢气球最高可升到
距离地面 !)公里，它携带的探空仪可以探测
到高空风等气象信息，每两秒钟向地面雷达
发送一组数据，完成一次探测需要 ')到 %)

分钟，合计共发放 ()))多组数据。结束后地
面人员会分析，形成一份包涵湿度、温度、气
压、风向和风速等数据的报告。

雷测站一主三副
距离发射场 !&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雷达测量站在此次神九发射中，有一项
重要的任务———在火箭点火发射的 !&) 秒
内，通过雷达测控火箭的飞行速度、飞行姿
态，为神舟九号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提供
重要的参考数据。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在发射当天，雷测站

将会使用一个固定雷达和三个移动雷达同时
对火箭进行测控。“一台主站雷达就在雷测
站，另外三台车载式、活动式雷达分别距离这
里 !&公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测站党委
书记柳文学介绍。
此外，雷测站的光电望远镜将在神九升

空后拍摄实时画面。“它可清晰地拍摄到火箭
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一二级分离以及
整流罩分离等关键动作，可以为指挥人员提
供非常直观的信息，帮助他们判断火箭的飞
行时序是否正常。”雷测站总工程师徐鹏说。

天宫已做好准备
神舟九号蓄势待发，而在太空，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也做好了准备。
天宫一号目前已在太空中飞行(&*天。为

迎接首次载人对接任务，&月+*日，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对天宫一号进行了第一次调相
控制，使其从!&)多公里的轨道进入!$)多公
里的轨道；'月""日，天宫一号的轨控发动机
短暂开机，对天宫一号的相位进行调整，以确
保神舟九号发射入轨时，天宫一号和神九飞
船轨道的相对位置满足交会对接的要求。
除轨道及飞行器姿态的调整外，为迎接

航天员的到来，地面测控人员还在天宫一号
内建立载人的环境状态，确保天宫内的温度、
气压等条件满足航天员进驻的需要。
截至 '月 "+日，天宫一号的实验舱微量

有害气体净化、载人环境监视系统启动、供气
功能检查、舱内压力预控、舱内温湿度控制等
均已完成。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具备保
障航天员安全进入实验舱的所有环境控制条
件。天宫一号配合完成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
各项环境状态已建立。 &本报酒泉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