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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多项我国航天纪录
11月3日16时12分，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并刷

新了多项我国航天纪录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搭乘
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正式
踏上归途。

4日0时34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
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
舱成功分离。彼时，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直升机的轰鸣
声、车队的奔驰声和连成串的车灯将西北大漠的静谧打
破，这是航天搜救团队的一场奔赴。

“黄河发现目标”“雄鹰三号，目测发现返回舱”“抛
防热大底”……随着一条条通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指控大厅中响起，在各个航天测控站的接力护航下，
苍茫的夜幕中，返回舱拖着“尾焰”，像流星一样冲入人
们的视野。

指控大厅的屏幕上，光学影像始终清晰地注视着返
回舱的“一举一动”。

距离地面大约10公里，光学影像中清晰地看到巨
伞悄然绽放。

1时24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
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在一片骆驼刺的围绕下，空中搜
救分队的直升机也相继在附近降落。

第二次担任开舱手的冯毅奔向返回舱，按平压气
阀、固定安全带、旋转开舱手柄，顺利开舱。他向航天员
们送上来自地面的问候：“你们辛苦了，欢迎回家！”

“北京，我是神舟十八号，飞船已安全落地，航天员
身体感觉良好。”叶光富说。这是成功着陆后，神舟十八
号乘组发出的第一句正式问候。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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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统计，3名航天员在轨
驻留192天，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
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
装和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设备安装、
调试、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为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
行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同时，还在地面科
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
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2时15分，在医监医保人员的协助下，叶光富、李
聪、李广苏先后安全顺利出舱，三人精神饱满状态良好。

作为首名累计在轨时间超过1年的中国航天员，指
令长叶光富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祖国亲人们挥手致意，
他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感谢伟大祖
国，感谢全国人民，感谢工程全线，让我
们飞天圆梦，平安回家。我们神舟家族
太空接力。”

叶光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时
间纪录将会很快被刷新。

第一次漫游太空的李聪说：“我们乘组一心、天地一
体，两次出舱活动一气呵成，在轨科研试验进展顺利，探
索太空永无止境。我们一定尽快恢复，争取早日投入训
练，再次回到浩瀚太空！”

“太空浩瀚、神奇美丽，我们都非常享受失重带来的
乐趣。从太空返回地球家园，既有回到家的兴奋和开
心，又有对太空的留恋和不舍。”李广苏说。

2时18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宣布“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带回约34.6公斤太空特产
11月4日凌晨，中国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验样

品随神舟十八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带回科学实验样
品共55种，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
燃烧科学等领域28项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34.6公
斤。

4日上午，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第一时间转运至北
京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
工程与技术中心对返回的生命实验样品基本状态进行
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第一顿饭吃牛肉面、鸡蛋羹……
返回地球后，航天员的第一顿饭吃什么？“上车饺子

下车面。”航天员返回地球后的第一餐，牛肉面必不可少。
此外，三人不约而同

地点了鸡蛋羹，工作人员
还为他们准备了酱牛肉、
萝卜炖羊肉、土豆丝、西
蓝花、榨菜、小米粥、小西
红柿、哈密瓜、葡萄……

关于神十八的这些知识点
你不一定都知道

太空“出差”半年，神舟十八号乘组如何做到按时
返航？如何确保平安归来？如何重新适应地球？记
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了相关专家。

采用绕地5圈快返方案
7.5小时进入返回程序

航天科技集团刘庆博介绍，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于今年4月25日发射，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与
空间站径向对接口对接。在轨停靠半年后，于10月
30日发射的神舟十九号三名航天员乘组成功太空会
师，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结束半
年太空出差，载誉而归。

“神舟十八号返回过程分为分离、制动、再入、减
速、着陆缓冲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十二号以来的
制导方式，确保返回舱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十三
号以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
舒适。”刘庆博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正军告诉记者，神舟十八号
飞船从空间站撤离后，采用快速返回方案，飞船在太
空中绕地球飞行约5圈，用时约7.5小时，进入返回程
序。

整个返回着陆过程包括制动离轨、自由滑行、再
入大气层、开伞着陆等4个阶段，耗时约50分钟。

暗夜返回现场亮如白昼
用最温暖方式迎接回家

王正军介绍，此次神舟十八号返回是在11月初，
晚上基本没有月光。根据气象资料，11月上旬着陆场
凌晨的平均气温是1.5℃。“本次任务的难点主要是暗
夜和低温，导致目标搜索发现难、到达着陆现场难、救
援现场保障要求高。”

为此，东风着陆场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最寒
冷、最黑暗情况，按照正常情况有方案、异常情况有
预案、应急情况有对策的思路，制定了飞船返回跟
踪测量方案、返回舱搜索回收方案、航天员现场救
援方案等。

“按照使救援现场亮如白昼的思路，我们筹措了
各种照明器材4型18套，在神舟十四号夜间搜救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了着陆现场照明保障手段。”王正军介
绍，着陆场按照以最温暖的方式救援航天员的思路，
为航天员准备了睡袋、盖毯等御寒物资，同时对医监
医保车进行维护保养，在低温条件下也可以为航天员
提供温度适宜的医监医保场所。

航天员重返地球后
需用半年时间恢复

太空出差的航天员返回后如何重新适应地球？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邢雷介绍，在返回舱落地

后，最先到达的队伍中就包括航天员中心试验队。试
验队优化固化了舱内、舱旁、载体内医监医保工作项
目和流程，尽量减少航天员舱外暴露时间，及时进入
载体开展医监医保相关工作。

邢雷表示，着陆现场的医监医保重点是促进
航天重力再适应，有效预防地面耐力下降，保护骨
骼肌肉系统防损伤，这是后恢复工作的起点，也是
重点。为此，舱旁医监医保人员组合使用航天专
用座椅和保暖装置，满足重力再适应匹配调试和
防寒保暖需求。

载体内医监医保工作涉及项目9大类30余项
工作，是着陆现场医监医保工作的重点。邢雷介
绍，在载体内医监医保，突出精细医学监测和个体
化医学保障，贴心暖心开展生活护理照料。在医学
监测和医学保障方面，医监设备集约便携、可穿戴，
可高效开展航天现场健康评估和监测。利用特色
医学保障手段，个体化设计返回后重力再适应的促
进措施。

在适应恢复方面，邢雷告诉记者，三名航天员抵
达北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他介绍，航天员后续恢
复工作分三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隔离恢复阶段，
用时约3～4周，主要目的是消除飞行中对身体的不
利影响，促进基本功能恢复。第二阶段为疗养恢复阶
段，用时约一个月，确保航天员身心全面恢复。第三
阶段为恢复观察阶段，用时约4个月，航天员将在这
个阶段陆续开展各类训练，经过约半年的恢复，航天
员将转入正常任务训练。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红星新闻等

神十八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带回约34.6公斤“太空特产”
第一顿饭吃牛肉面、鸡蛋羹……

11月4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从左至右）安全顺利出舱（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11月4日，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工作人员检查返回实验样品的状态。 新华社发

11月4日，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
与技术中心，工作人员检查返回实验样品转运包状态。

新华社发

纵深
“飞船已安全落地，航天员身体

感觉良好！”北京时间11月 4日凌
晨，伴随着熟悉的报告，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安全回到地球。
当天1时24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身体状
态良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
完成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
组，于11月4日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
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
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至此，“80后”乘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
天员叶光富重返“天宫”的圆梦征程完美收
官，刷新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纪录，成
为我国首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航天
员。航天员李聪、李广苏的首飞之旅圆满完
成。

1111月月44日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着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