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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搭载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点火升空，将航天员汤洪
波、唐胜杰和江新林顺利送入
太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十七号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
发展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
任务，此次发射正值我国首次
载人飞行任务成功 20 周年之
际，20年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射任务实现30战30捷。本
次任务有哪些看点？新任乘
组“太空出差”干些啥？

重返“天宫”第一
人带领最年轻航天员
乘组出征

执行本次神舟十七号载
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
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3 名
航天员组成，汤洪波担任指
令长。

“这是首次由第二批航天
员带领第三批新航天员执行
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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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组包括 1 名第二批航天员和 2
名第三批航天员，是空间站建
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
小的航天员乘组。

“老将”汤洪波 2021 年作
为首批执行空间站阶段飞行
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亲历
了“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
间站”的历史时刻。时隔 2 年，他成为重返“天
宫”第一人，也是截至目前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
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

“上次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我参与的是空
间站的建造，而这次我们将承担起大量科学实
验与技术试验任务，真正体现建站为应用的目
标。”汤洪波说。

本次任务中，出生于1989年12月的唐胜杰
和1988年2月的江新林都是首次飞行。

“我的家乡甘肃自古以来就有着敦煌飞天
的神话传说，飞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
求。”唐胜杰说，空间站系统异常复杂，乘组对每
一项应急处置预案都进行了反复训练，已经形
成肌肉记忆，一有情况能够快速反应、沉着冷
静、精准处置。

“为了提高训练的质量效益，我们注重训
练方法的小创新、小突破。”江新林说，如制作
飞行卡片、总结比较形象的肢体语言，帮助乘
组更好理解任务、精准操作，同时也让配合更
加密切默契。

此外，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也
正有序进行，计划选拔 12 至 14 名预备航天员，
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作。林西强介绍，共有
20余名候选对象进入最后定选阶段，其中，来自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数名候选对象进入载荷专家
选拔的最后环节。

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安全性进
一步提升

作为“航天员专列”，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从
空间站建造任务开始，就开启了常态化快节奏
发射。因其肩负保障航天员安全进入太空的特
殊使命和责任，持续提升可靠性、安全性、适应
性是研制团队始终不变的首要目标。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
任魏威介绍，本发火箭有多项技术状态变化，涉及
设计改进、流程优化以及预案细化等方面——元
器件国产化替代、软件配置项调整等优化改进，
进一步提高了火箭可靠性与安全性；发射场操
作流程的优化，进一步提高发射场工作效率；发
射场预案进一步细化完善，也有助于出现异常
问题时快速及时处理。

目前，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还开启了“发射
一发、备份一发”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
航天员安全加上“双保险”。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
与空间站组合体前向交会对
接后，3 名航天员将进驻空间
站核心舱，与神舟十六号乘组
进行在轨轮换。作为航天员
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
神舟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
推进舱构成，共有 14 个分系
统，是我国可靠性、安全性要
求最严格的航天器。

值得注意的是，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上共有50余幅页
面显示飞船各部分的情况，也
包括世界地图、航天员身体情
况等相关内容。这源于仪表控
制器应用软件采用独特的图形
显示技术，通过文字、图形、动
画等方式显示各类信息。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
介绍，使用这一独特的图形显
示技术，能得到新颖的仪表控
制器显示效果，还实现了空间
智能化仪表中图形、文字的处
理与显示，为航天员执行任务
提供了清晰、直观、舒适的显
示界面。

首次进行空间站
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乘组
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
化，主要包括人员物资正常轮
换补给、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
料、乘组自身健康管理、在轨
实（试）验、开展科普及公益活
动以及异常情况处置等六大
类工作。

除常态化工作外，本次飞行任务将首次进
行空间站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为何选择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开
展这项工作？林西强介绍，当前，空间碎片日益
增多，长期运行航天器受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
的情况在所难免。前期检查发现，空间站太阳
翼也多次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造成轻微
的损伤。

“当然，这是在设计考虑之中，目前，空间站
各项功能、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林西强说，但
从面向空间站长期运行、验证技术能力出发，此
次任务将由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通过出舱活
动进行舱外试验性维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
的工作，将使舱外活动能力和水平提升到新的
高度。

已做好邀请国外航天员准备
未来我国空间站将再升级

目前，我国拥有完备的近地载人空间站和
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有成熟的航天员选拔
训练和保障体系，有计划明确的载人飞行任务，
即每年2次常态化实施。

“我们已具备也做好了邀请国外航天员参
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准备。”林西强说，中
国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
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
空间站飞行任务。

我国正在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 2030 年前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
标。林西强表示，随着载人登月任务不断推
进，待相关条件成熟后，未来也会正式邀请国
外航天员一起参与登月飞行任务，共同探索浩
瀚宇宙。

未来，我国还将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
巡天空间望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后续还
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
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据介绍，计划中的扩展舱段将上行多个领
域的空间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实验装置，扩大
应用规模，满足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新需求，
同时也将升级航天员在轨防护锻炼、饮食、卫
生等设施设备，提高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和
健康保障水平。该项目正在进行方案阶段研
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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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河畔，大漠胡杨正黄；问天阁内，飞天英
雄亮相。

202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在此起彼伏的拍照
声、鼓掌声中，身着蓝色航天服的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面带微笑首次亮相，他们是重返太空间隔时
间最短的指令长汤洪波、实现飞天梦想最年轻的
航天员唐胜杰、既会开坦克也能驾飞机的航天员
江新林。

这是我国首次由第二批航天员带领第三批
新航天员执行任务的全新组合，也是空间站建造
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员乘组。

出征“天宫”新乘组，逐梦星辰再启航。
10月26日11时14分，他们将搭乘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唐胜杰和江新林将首次飞
天梦圆。届时，自 2003 年杨利伟叩问苍穹 20 年
来，在浩瀚太空留下身影的中国人将达到20位。

汤洪波：重返“天宫”第一人
2021年9月16日，神舟十二号乘组撤离空间

站核心舱前，依依不舍的汤洪波又回到舱内转了
一圈，暗自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还会回来”。

仅仅 2 年零 1 个月后，汤洪波的誓言成
真——2023年10月25日，汤洪波第二次出现在
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将作为指令长带领神舟
十七号乘组出征太空。从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
人飞行到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第二次载
人飞行，汤洪波成为首个重返“天宫”的航天员，
也是目前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
国航天员。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平静而坚定。时刻准
备着为祖国出征太空，是我加入航天员大队时的
初心。这个初心从未改变，为了初心，我也从未
懈怠。”汤洪波说。

湖南湘潭，英雄辈出的地方。1975年10月，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云湖桥镇飞栏村。
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长大, 汤洪波的心里也早早种下了一个英雄梦。

1995 年，他考上军校，成为一名飞行学员。
在这里，这位自嘲不聪明的“70后”，靠着努力不
断超越自己——体能成绩班里垫底，他就每天在
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直到成绩跑进“优秀”；飞
行训练，他利用业余时间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
划起飞降落，一点点稳步提升，直到飞行成绩经
常获得满分。

最终，汤洪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空军
部队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2009年，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展开，
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的汤洪波报名并成功入选。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
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
训练等 8 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
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模拟失重训练、72 小时睡眠剥夺训练……
越过道道难关的汤洪波告诉自己，只要继续训
练，终会梦想成真。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
升空。这也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为了这一
刻，他足足准备了11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

2021年 7月 4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完
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这是继2008年神舟
七号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实施的空间出舱活
动，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空间出舱活动。汤洪
波完成人生的第一次“太空漫步”。

返回地面后，汤洪波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三级
航天功勋奖章”。

“我常常提醒自己，身体可以失重，但心灵永
远不能失重。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负时代、不负
梦想。”汤洪波说。

为了重返“太空家园”，汤洪波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身体恢复、心理调适并同步开展学习训练，
不到一年便被选入神舟十七号任务乘组。

这一次，汤洪波被任命为指令长。“上次，我
只要跟着指令长完成任务就行了，而这一次带的

是两位年轻的新同志，时间短，训练紧。”他说，不
仅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完成好，还要确保整个乘
组的工作完成好。

只有地面练扎实，到了太空才能干明白。训
练中，汤洪波毫无保留地分享飞行经验，事无巨
细地讲解天地差异，手把手教技术。特别是针对
每项应急预案反复训练，他的要求是要形成肌肉
记忆，哪怕是在睡梦中警报响起，也要做到“前一
秒和周公握手，后一秒精神抖擞，及时切换到高
效应急处置状态”。

经历过一次太空飞行后，汤洪波最深的体会
就是：人是会犯错误的，所以必须严格按照手册
操作，养成严谨细致的习惯。

“比如说，你擦完嘴的纸巾，或者是吃完饭的
餐具，都要放在规定位置，不然就不知道飘到哪
里。不仅是东西丢失了，还会带来风险。”汤洪波
举例说。

这次任务中，新增加了一些实验，操作复杂、
使用工具很多，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汤洪波坚
信：“我们乘组一定会发挥团队精神，天地一体，团
结协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中国人首次飞天 20 年后的又一个金秋，汤
洪波的第二次飞天之旅也即将开始。如今，中国
空间站也从“一室一厅”扩充到“三室一厅”。“现
在，我迫不及待地想重返太空，亲眼看看太空家
园如今的新变化，期待着与3名战友胜利会师。”
汤洪波说。

唐胜杰：圆梦“天宫”最年轻的航天员
距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1000 公里之

外，便是唐胜杰的家乡甘肃定西，黄土高原和西
秦岭的交汇之地。

“代表祖国出征，这是无上的光荣、无上的使
命、无上的荣誉。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非常幸
福。”今年不到 34 岁的唐胜杰说，是好时代给了
他一个追梦逐梦的大舞台。

1989 年 12 月，唐胜杰出生在陇中黄土高原
的一个贫困小村庄。母亲除了照顾孩子们外，还
一年四季在农田里忙碌。只有到了农忙时节，在
县城工作的父亲才能请假回家帮忙收割庄稼。
目睹母亲的辛劳，年幼的唐胜杰放学回家总是先
干农活，个头还没有毛驴高的时候，他就已经会
扶犁耕地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离家很远。6岁的唐
胜杰挎着帆布书包，走在蜿蜒崎岖的盘山路上，
书包里除了书和作业本之外，还有几块高粱馍，
那是他的午餐。

唐胜杰的家乡一直就有从军报国的传统。
从小受两个当兵的堂兄影响，参军入伍一直是唐
胜杰的梦想。

高三那年，空军飞行员招录，他毫不犹豫报
了名，经过上百项严格体检和层层筛选后，如愿
拿到了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一次放单飞，他体验了飞行的乐趣，也产
生了强烈的自豪感。

然而，从飞行学员蜕变成飞行员，需要经历
一次次考核，淘汰率达到70%。为了不被淘汰，唐
胜杰将各种飞行方法、数据、操作要领牢记在心，
每个科目都要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就这样，唐胜杰一次次顺利通过考核，成为
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近13年间，他先后飞过6种
机型，航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被评为空军一级
飞行员。

2018 年，唐胜杰迎来了新的机会——我国
开始招收第三批航天员。唐胜杰再次报名。

2020 年 9 月，唐胜杰成功入选第三批航天
员，实现了从天空到太空的梦想升级。

专业技能训练是唐胜杰的强项。打小，他的
动手能力就很强，家里买来一个新电器，他都要
拆开捣鼓一遍，以至于后来村里谁家电器坏了都
找他修理。因此，每每遇到操作性的课程，唐胜
杰都很兴奋。就拿失重水槽训练来说，虽然穿着
厚重的水下服进行模拟失重训练五六个小时，上
肢要进行大量操作，训练结束后累得手握不住筷
子，他也乐此不疲。

两年的刻苦训练使他拿到了通向太空的入
场券。2022年6月，唐胜杰入选神舟十七号载人
飞行任务乘组。

唐胜杰热爱摄影，非常期待到太空以不一样
的视角去观察蓝色星球，记录宇宙奇观……对于
即将进行的飞天之旅，他说：“我想的更多的还是
如何去完成任务，能够做出一些科学实验成果，
更好地完成一些探索，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为
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江新林：会开坦克和飞机的航天员
从一名普通的山村孩子成长为一名会开坦

克的军校学员、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如今又成为
一名远赴太空的航天员……实现人生“三连跳”
的江新林说：“在任何时候，个人的理想追求都是
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然而，对于35岁的他来说，每一次角色的转
变过程都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付出了大量心血和
汗水。

1988年2月，江新林出生在河南开封杞县的
一个农村家庭。父母不知疲倦地在农田里辛勤
耕作，竭尽全力供孩子们读书。

中考后的那年夏天，为了替父母减轻负担，
江新林跟着哥哥外出打工。打工的地方是一个
火车站，需要在一个废弃厕所的原址建新的厕
所。炎热的天气里，他忍受着臭味和蚊虫的叮
咬，拿着工具不停地翻挖地基。

“一天下来，浑身都酸软了，一点力气都没
有，手上也磨出了血泡。”江新林回忆说，至今，这
段打工经历仍历历在目。

在江新林的老家，当兵是父老乡亲眼中十分
光荣的事情。填报高考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
择报考了军校，顺利被原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录取。

大二暑假去甘肃嘉峪关下连实习，是他四年
军校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戈壁滩上酷暑
难耐，坦克车内车窗紧闭，车内只有一个小风扇

“呼呼”转着。“车子开起来后的扬沙飞到车内，被
风扇叶加速，打到脸上生疼。”

“坦克的操纵杆全是弹簧助力，没有液压助力，
操纵起来特别重，还‘嘎吱嘎吱’响。”江新林说，“和
航天员水下训练有点像，都需要上肢有力量。”

毕业分配那年，空军开始从军校毕业生中选
招飞行员。得知消息后，江新林决心“飞向更宽
广的天际”。

后来，江新林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成为一
名飞行学员。

一次飞行训练中，江新林遭遇了生死考
验——当他驾驶飞机在跑道上把油门加到最大
准备起飞时，发动机转速指针突然摇摆不定。

在飞机抬升前轮即将起飞的关键时刻，江新
林果断收光油门，放减速伞，刹车减速，最终将飞
机安全地停在了跑道上。事后，他因为处置正确
及时获得奖励。

2018年，国家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计划，
热爱飞行的江新林报了名，他说，他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2020年9月，江新林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转椅训练中，他一开始不适反应特别强烈，

“特别是在前后摆头的时候，冒虚汗、恶心、头晕
的症状会加剧，感觉快要到呕吐的边缘，考核成
绩仅仅是二级，相当于良好”。

对于这一成绩，江新林很不满意。于是，他
每天练习20分钟“打地转”：一只手抓着另一侧耳
朵，原地旋转。就这样，练习了一两个月，他的不
适反应减轻了，训练成绩从二级提高到了一级。

野外生存训练是在西北大漠，距离他大二实
习的地方不远。江新林所在的三人小组是第一
批驻训人员，需要在这里生活两天两夜。没想
到，进驻当晚就遇上了沙尘暴。

“风特别大，黄沙漫天。好在我们提前用伞
布搭建好了帐篷，支撑帐篷的柱子是用沙漠里面
的沙棘根捆扎而成的。”江新林说，“担心帐篷被
风吹跑，每个人抱了一根柱子睡了一晚上。”

入选神舟十七号乘组后，他在训练上更加刻
苦，也更加有针对性。比如针对应急情况处置训
练，江新林制作了电子飞行卡片，帮助更好地理
解和操作，得到乘组的一致认可。另外，他还尝
试创新了一些训练小妙招，研究了一些肢体语
言，让乘组配合更加密切、更加默契。

飞天在即，他说：“我非常期待第一次进入太
空，期待太空失重的神奇乐趣，期待浩瀚宇宙的
深邃美妙。”

新华社酒泉电

出征“天宫”再启航
——记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