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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飞行乘组首次由三类航
天员构成
神舟十六号乘组由1名首批航天员和2

名第三批航天员组成。其中，航天驾驶员景

海鹏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来自航天员

大队，主要负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

开展相关技术试验。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主要负责空间科

学实验载荷的在轨操作，在科学、航天工程

等领域受过专业训练且具有丰富操作经验。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

绍，相比以往乘组，神舟十六号乘组的特点

是“全、新、多”。“全”，首次包含了“航天驾驶

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3个航天员

类型；“新”，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

务，也是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

飞行；“多”，航天员景海鹏是第四次执行飞

行任务，将成为中国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

多的航天员。

第三批航天员均具备飞
天能力
自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2022年6月确

定以来，3名航天员全面开展了八大类、二

百余项任务强化训练及准备。面向工程新

阶段更大规模的在轨应用任务，重点加强了

空间试（实）验项目、空间站组合体管理和载

荷出舱等训练。首次执行任务的2名第三

批航天员，在乘组共同训练基础上，通过加

强重点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了操作和适应

能力，为执行任务做好了全面准备。

第三批航天员于2020年9月完成选拔，

包括7名航天驾驶员、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

4名载荷专家。经过两年多的刻苦训练，他

们已完成了既定的训练内容，通过了飞行资

格评定，均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和条

件。第三批航天员均已开始空间站应用与

发展阶段飞行任务的针对性训练，将成为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的中坚力

量。可以说，未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新

人”入选飞行乘组，接续执行载人航天飞行

任务。

空间站开展常态化乘组
轮换
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将常

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航天员

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将趋于常态化，主要

包括六类任务：

一是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返回，辅

助货运飞船、巡天望远镜等来访飞行器对接

和撤离，确保人员物资正常轮换补给；二是

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包括飞行器状

态设置、在轨物资管理、平台设备维护巡检、

舱内外设备安装、载荷进出舱等工作，确保

空间站平台安全稳定运行；三是乘组自身健

康管理，包括健康状态监测、在轨锻炼训练

等，确保航天员在轨健康工作生活；四是进

行在轨实（试）验，利用空间站舱内外应用设

施开展大规模科学研究与应用，确保发挥空

间站应用效益；五是开展科普及公益活动，

包括天宫课堂授课、公益视频拍摄等，最大

化发挥空间站综合效益；六是进行异常情况

处置，包括在轨故障的应急处置，对故障设

备进行在轨维修更换，必要时通过出舱活动

进行舱外维修作业，确保空间站能够长期稳

定运行。

任务期间将迎2次对接
和撤离返回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

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计划于今年

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将迎来2次对接

和撤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再对接和撤离，以及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将开展电推进气瓶

安装、舱外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将完

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元器件与组件

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

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在轨实（试）验，有

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频系

统、广义相对论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

面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还将开展天宫课堂

太空授课活动，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

生课堂。

航天员再次飞天至少间
隔1年半
去年11月29日，神舟十五号飞船发射

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生活

181天。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利，他们已圆

满完成了四次出舱活动任务，成为执行出舱

任务次数最多的乘组；还开展了多次载荷出

舱任务，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究、28项航天

医学实验，以及38项空间科学试/实验，涵

盖了生命生态、材料科学、流体力学等，获取

了宝贵的实验数据。目前，他们正在紧张有

序地开展神舟十六号乘组进驻和神舟十五

号飞船返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神舟十

五号乘组返回前，他们需要持续开展部分空

间科学在轨实（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

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待神舟

十六号乘组进驻，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

轮换后返回地面。

执行长期在轨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返回

地面后，通常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飞

行后的身体状态恢复，经评估满足条件后，

航天员就可以转入正常的工作和训练状态，

参与下一轮飞行乘组选拔。入选后一般经

过1至1.5年左右的训练，即可再次执行飞

行任务。

年底完成第四批航天员
选拔
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于2022

年全面启动，按照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

组织实施，计划选拔12至14名预备航天员，

包括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

家三类，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截至2023年3月，已完成初选阶段选拔工

作，共有一百多名候选对象进入复选阶段，

其中航天驾驶员来自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

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主要来自工

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特别是，有10余名来自

香港和澳门地区候选对象进入复选。

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作。

如果港澳地区的候选对象通过复选和定选，

可于明年初进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目

前看，一般要经过两年半左右的训练，通过

考核后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基本条件，但

具体执行任务的时机要根据飞行任务总的

规划、要求及空间应用项目进展情况等统筹

确定。

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个乘组确定。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今天上午在神舟十六号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总指挥部
研究决定，神舟十六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  日9时  分发射，飞行
乘组由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组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本报讯（记者 叶薇）在今天上午

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见面会上，景海

鹏、朱杨柱、桂海潮与中外媒体见面。

“7年前就有媒体朋友问我说，海

鹏已经飞了三次了，下一次还飞不飞？

我说我十分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

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让浩瀚太空再

次见证一名中国航天战士对党和人民

的绝对忠诚。”景海鹏说，为了能四次圆

梦，这7年他没有耽误过训练，现在每

天要做600个俯卧撑、600个仰卧起坐、

上千次跳绳。“我们的飞行手册、操作指

南加起来有70多本，指令有成千上万，

这一切我都已经烂熟于心。”

朱杨柱曾任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

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作为航天飞行

工程师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我从

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飞天

战士，这是事业成就的，更是时代哺育

的。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

傲和自豪。”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将

在指令长的带领下，完成好空间站组合

体的日常维护、保养和维修任务，开展

好载荷照料和技术试验，确保空间站能

够高效、稳定、安全长久地运行。“对于

本次太空出差，我内心充满了期待。我

期待着尽快调整好状态，尽快适应太空

失重的环境。我更加期待以昂扬的斗

志、饱满的热情、精准的操作，完成好每

一项工作任务。”

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2020年9月，作为载荷专

家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以前航天

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

我也曾经梦想着有一天能把自己热爱

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2018年，当我

得知我国要选拔首批载荷专家时，我就

毫不犹豫报了名，入队以后我感受到了

航天员队伍的可亲可爱。过去只能在报

道中看到的各位英雄，成了我们训练场

上的师傅，运动场上的队友，生活中的朋

友。”桂海潮介绍说，作为载荷专家，他

主要负责载荷的管理、维护、维修，从事

空间科学实验，包括实验设备的操作，

实验条件控制，数据的收集整理乃至分

析。“尽管我们在职责上有分工，但我们

是分工不分家，每一项操作、每一项任

务我们都互为备份，共同完成。”

本次乘组，三名航天员都是博士，

景海鹏1966年出生，朱杨柱与桂海潮

均为1986年出生。对此，景海鹏笑言：

“虽然年龄相差20岁，但是我们在一起

并没有感到有陌生感，也没有距离感，

更没有代沟。正所谓航天人永远年轻，

航天员永葆青春。我们现在在一起配

合得非常默契，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

个眼神，彼此间都能看得懂，听得懂，读

得懂，三个人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

“博士乘组”亮相
大学教授首登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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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薇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桂海潮，男，汉族，籍贯云南施甸，

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86年11月出

生，202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

年9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三

批航天员。2022年6月，入选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朱杨柱，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

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

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

曾任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副教

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

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2年

6月，入选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乘组。

景海鹏，男，汉族，籍贯山西运城，

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66年10月出

生，1985年6月入伍，1987年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陆军少将军衔。曾任空军

某师某团司令部领航主任，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1998年1月入选为我国首

批航天员。曾任陆军某部队副部队长，

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载人航天工程航天

员系统副总指挥。2008年9月，执行神

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

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

章”。2012年6月，执行神舟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10月，被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二级航

天功勋奖章”。2016年10月，执行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

年12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授予“一级航天功勋奖章”。2017年，被

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2018年，被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21年，

被评为第八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2022年6月，入选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航天飞行工程师 朱杨柱

指令长 景海鹏

载荷专家 桂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