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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平透露，“神十”任务将在轨
运行15天，其中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
组合体运行12天，比“神九”任务多2
天，主要使命是进行载人天地往返运
输系统的首次应用性飞行，为仍然在
轨正常运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运
送人员和部分物资。

由CZ-2F运载火箭和神舟飞船
构成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已具备
正常执行天地往返运输任务的完整功
能。周建平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具备
了为在轨运行的空间设施运送人员和
物资的能力，包括建造未来空间站的
基本技术能力。

“我国研制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将为未来空间站运营和更大规模、更高
效率的科学实验提供保障。”周建平说。

神舟十号是中国第五艘乘载太空
人的飞船，将对载人交会对接技术和
工程各系统执行任务的能力进行进一

步的考核。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共分“三步

走”：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到神舟六
号已圆满完成；第二步第一阶段要攻
破四个技术关键，为后续空间实验室
和第三步的空间站建设作技术准备。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步第
一阶段。第一个技术关键出舱活动已
由神舟七号完成；第二个技术关键是交
会对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太空飞
行2年左右的时间里，需要先后完成与
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的太空对
接，突破并基本掌握航天器交会对接技
术。神舟九号对接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
突破和掌握了载人交会对接技术。

“这是一次应用性飞行，也是对载
人天地往返系统的又一次考核，可以
进一步考核天宫一号保障人生活的能
力。”周建平说，这些将为未来的空间
站建设积累更多以人为本的经验。

□据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今年6 月至8 月，长征
二号F遥十火箭将迎来神舟十号发射
任务。相比遥九火箭，此次发射的可
靠性和航天员安全性进一步提高。

梁小虹表示，长征二号F火箭进行
了18项技术状态和2项工艺状态适应

性更改，其中 17 项主要为提高可靠
性。“遥十火箭飞行可靠性达 0.9867，
比遥九火箭提高0.2%。”梁小虹说。

梁小虹说，为确保船、箭分离后飞
船可以执行大气层外逃逸救生模式，
遥十火箭对故障判据进行了进一步完
善，增加了如有故障发生，可向飞船发
送“运载逃逸信号”的相关指令，“航天
员安全性达到 0.9997，比遥九火箭提
高0.01%”。

□据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任
沁沁 顾瑞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总
工程师周建平1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透露，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完成与神舟十号飞船交会对接后
将继续留轨工作。

“从现在的情况看，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在轨运行正常、状态良好。”
他说，天宫一号设计寿命为两年，为

保证飞行器安全可靠，设计了很多
“冗余”（备份）措施，而到目前为止，
天宫一号都是靠“主份”设计在运行，
工作状态令人满意，资源消耗少，还
有较多工作硬性资源。

“完成与神舟十号交会对接后，
天宫一号将继续在轨道上运行，从事
科学实验。”周建平说，包括考核航天
器的工作性能，为设计大型、长期可
靠工作的载人航天器，特别是空间站
的研发和建造积累更多经验。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今年下半年，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将使用长征三号乙增强型运载
火箭，发射“嫦娥三号”探月卫星。

梁小虹说，长征三号乙增强型火

箭在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基础上开展了
六大专项技术攻关，以确保“嫦娥三
号”完美落月。

这六项技术包括：发射窗口由少
变多、“两只眼睛”提高入轨精度、“嫦
娥三号”“座椅”量身打造、可靠性再跃
升、运载能力提高、“现场直播”火箭飞
行过程。

神舟十号飞船将在轨运行15天
3名航天员或保持两男一女搭配，会首次在天宫一号上举办太空科学讲座

完成与“神十”交会对接后

天宫一号将继续留轨工作

“神十”将由长征二号F遥十火箭发射

今年下半年，“嫦娥三号”要探月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任沁沁 顾瑞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总工程师周建平1日在
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解读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和神舟十号飞船之“吻”。

根据任务计划，神舟十号飞船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择机发射，3名航天员驾乘飞船与在轨
运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载人交会对接。

执行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
十号飞船交会对接任务的航天员，正
在进行严格训练和选拔程序。周建平
说：“我们期望还有女航天员参加飞
行，保持两男一女的搭配。”

“此次交会对接，3名航天员将在
轨飞行15天，在天宫一号和神舟十号
组合体内工作生活12天，更好地保障
他们的飞行安全、健康生活和有效工
作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追求。”周建平介
绍，将安排他们进行包括航天医学试
验、操作试验、在轨维修试验等系列科
研活动，为健康保障提供医学经验，进

一步提高在轨工作能力。
此外，航天员将首次在天宫一号

上为青少年进行太空科学讲座科普
教育活动。“运用视频，开展天地互
动，通过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太空科
学知识，激发他们的科学热情和创新
精神，拉近公众和载人航天的距离。”
周建平说。

“天宫一号和神舟十号交会对接
的完成，将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第二
步任务第一阶段的完美收官，并全面
进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
周建平说。

航天员或保持两男一女搭配 将视频开展天地科普互动

“神十”在轨运行15天 我国已具备载人天地往返运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