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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今天6时33分，
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航天
员费俊龙、邓清
明、张陆身体状
态良好，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3位航天
员为了飞向太
空，都经历了漫
长的坚持和等
待，被称为“圆
梦乘组”。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
乘组不仅圆了
各自的飞天梦
想，也向祖国和
人民交上了一
份“圆梦”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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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任务中，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研制的多项产品在飞船返回任务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806所为神舟十五号飞船研制的具有高可

靠性和安全性的发动机，护卫飞船返回舱走稳

归航路程的最后一米。在返回舱降落到离地

面一米左右的时候，安装在返回舱底部的四台

着陆反推发动机开启“精准刹车”，在降落伞减

速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小垂降速度。它们在接

收到指令后，在10毫秒内同时点火，而且在200

毫秒左右的时间内稳定工作。

安装在返回舱底部的四台着陆反推发动

机，每台只有10公斤左右，直径30厘米不到，

但工作时每台大约能产生3吨的巨大推力。

发动机在设计上不仅创新采用达克罗外表涂

层、伞盘式点火装置、集束式药型、网格式药

柱固定装置、性能组件关联性分级配选设计、

高精度耦合计算仿真、多喷口喷管结构设计、

钟形燃烧室设计等多项技术，结构也更加优

化、紧凑，从而保证了相同推力情况下，发动

机体积更小、性能更高。本报记者 叶薇

■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晨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新华社 发

本报记者 叶薇

乘组年龄最大
出舱次数最多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是至今执行空间站任务平均年龄最大

的乘组。指令长费俊龙时隔17年再次飞天；追梦25年的邓清明，是

此前唯一没执行过飞天任务却仍在现役的首批航天员；张陆则是第

二批7名航天员中最后亮相的，为了实现飞天梦想，他准备了12年。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于2022年11月29日从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位航天员

在轨驻留期间，完成了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进行了4次出舱

活动，圆满完成舱外扩展泵组安装、跨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

荷暴露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

任务，为后续开展大规模舱外科学与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航

天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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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迄今为止执行任务时平均年龄最大的航天员乘组，

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纪

录，还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历史时刻。

两次“太空会师”
合影载入史册

去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这是

中国首次实现6位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胜利

会师”的两个航天员乘组留下了足以载入史册的

太空合影。

之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乘组进行了面对面的工作交接。去年12月

2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接过中国空间站的“钥

匙”，中国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在轨交接，中国空间

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今年5月30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

门”，欢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进行了中国空

间站第二次乘组在轨轮换。费俊龙、邓清明、张陆与景海鹏、

朱杨柱、桂海潮在空间站留下“六人合照”。

多项科学实验
取得创新成果

在轨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利用无容器、高微重力、

变重力等科学实验柜，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在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的协助下，科研团队还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高温材

料样品实验、流体物理实验等，多个项目属首次。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空间高效自由活塞斯特林热

电转换试验装置在轨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该技术在轨验

证。斯特林热电转换是空间新能源的关键技术之一，它可将热

能高效转化为电能，在未来载人月球及深空探测等空间任务中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使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空间站双光子

显微镜开展在轨验证实验任务并取得成功，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首

次在航天飞行中使用双光子显微镜获取航天员皮肤表皮及真皮浅

层的三维图像，为未来开展航天员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了全新工具。

搞维修勤健身
太空生活多彩

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神舟十

五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转入应用与

发展的新阶段。

写书法、拆快递、搞维修、勤健身……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的太空生活非常忙碌。比如，乘组需要使用残渣收集器，清理

太空跑台；还要使用数字万用表对太空跑台进行测量，帮助地面

科研人员充分了解中国空间站内的产品状态。

据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 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6月4日清晨成功着陆东

风着陆场，科技人员对其在穿越黑障区

时的稳定跟踪，表明我国在载人飞船返

回穿越黑障区跟踪测量难题上取得重

大突破。

飞船返回地球时，会与大气层发生

剧烈摩擦，温度剧增，导致气体分子与飞

船表面被烧蚀的材料均发生电离。这些

不断产生的电离气体包裹在飞船周围，

形成等离子体鞘套，对电磁波产生吸收

衰减、折射、反射、散射等效应，导致飞船

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信异常乃至中

断，这就是所谓的黑障现象，这段过程也

被称为黑障区。飞船穿越黑障区时，只

能依靠雷达和光学设备进行跟踪测量。

据敦煌测控区指挥长曾强介绍，在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时，他们确定了

“优化黑障区雷达跟踪方案托底，完善多

云天气下光学跟踪策略求精”的总体思

路，在雷达和光学两个方面形成合力，圆

满完成了飞船在黑障区的跟踪测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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