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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分离到返回
地面，全程仅用9个多小时，中国载人飞
船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采用
快速返回模式后，不仅航天员回程提速，
整体舒适度也进一步提高。

快速返回模式，主要依靠减少飞船
在轨绕地飞行圈数来实现。载人飞船撤
离空间站后，需绕地飞行数圈后，择机进
入大气层，返回地球。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的是11
圈返回模式，绕地飞行一圈约需1.5小
时。”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总
体设计师、神舟十三号回收试验队技术
负责人彭华康介绍，神舟十三号任务在

保持主要项目不减少的基础上，对返回
过程中的部分飞行事件进行压缩和合理
裁剪，将以前需要在绕地飞行11圈内完
成的飞行事件压缩到5圈完成。

返回时间的缩短，对着陆场系统快
速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研究员、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
系统副总设计师卞韩城介绍说：“针对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采用5圈快速返回模
式，东风着陆场反复推演不同情况下的
搜救力量行动方案，做到正常情况有方
案、异常情况有预案、极端情况有对策。”

据了解，我国今后的载人飞行任务，
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将成为常态。

针对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长期在轨驻留，这次搜救回收
任务有三大新变化。

一是航天员出舱方式
新。与以往不同的是，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每出舱一名便被
送入医监医保载体，尽可能缩
短航天员出舱后在野外环境
暴露的时间。

“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
身体会发生骨质流失、肌肉萎
缩、免疫力下降等变化，给返
回后的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
任务带来极大挑战。”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航
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说。

二是医监医保模式新。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研究员、载
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
设计师卞韩城介绍，东风着陆
场新研发了航天员专用座椅、
航天员医监医保车、航天员医
监医保帐篷，形成首选医监医
保车、备选充气帐篷、保底使
用医监医保直升机的航天员
医监医保保障新模式，为航天
员度过着陆初期地面重力再
适应这一关键时段提供更舒

适的环境，为航天员后续身体
恢复打好基础。

神舟十三号搜救回收任
务首次启用第二代医监医保
车，车内设施配备齐全，装有
温度控制系统等。航天员乘
升降梯进入车内，不再由搜救
人员抬送。

三是返回时节应对新。
这是东风着陆场第二次执行
搜救回收任务，也是我国航天
员首次在春季返回。针对额
济纳旗春季多风沙气候特点，
着陆场系统事先开展搜救战
法推演，准备大风和沙尘环境
救援保护措施。

卞韩城介绍，这次任务，
东风着陆场组建了1支直升
机分队、1 支固定翼飞机分
队、1支地面分队共3支专业
搜救力量，组建了1支着陆场
外围封控分队、1支机动搜救
分队、1支搜救预备队，协同
完成搜救任务。此外，着陆区
周边旗、县政府还组织了数十
个民兵分队，为专业搜救力量
提供支援。

图文均据新华社

在中国“飞天揽月”的航
天征途背后，有一股宁波制造
的硬核力量。成立于 1993 年
的博威合金，是中国高端铜合
金领域的领军企业。它自主
研发的航天合金材料，为神舟
十三号航天系统的导电与通
信，架起一座安全可靠的“高
速公路”。

这一环节有多重要？当
运载火箭载着航天员进驻中
国空间站，指挥决策必须分秒
必争地送达；当航天员乘组和
地面开展“天空对话”“太空问
答”，将音画清晰流畅地传输
至地面，也需要合金材料铺就
介质。

要知道，载人飞船的太空
之旅需要承受极端的太空环
境，尤其是在快速升空与降落
阶段，飞船表面与大气发生强
烈摩擦，能达到近2000℃的高
温。在这种状态下，要确保航
天器通讯与信号传输的稳定，

助力星际航行圆满成功，连接
器及其部件材料的选择显得
尤为重要。唯有具备“高强、
高导、高耐温、高可控性”特质
的“选手”，方能脱颖而出。

“在全球，能提供此类高
端解决方案的不多，博威合金
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能解决
极端高低温环境下，通讯传输
的耐久问题。”博威合金技术
市场部负责人邵海洋告诉记
者，该公司出品的航天合金材
料，正是为中航光电等航天企
业而配套研发的，填补了国内
的技术空白。

这并非博威合金首次助
力中国航天。早在1999年，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的“ 首
秀”——神舟一号发射成功，
背后就有博威的合金材料。
随后，历代神舟系列飞船以及
嫦娥一号、二号探测器等，都
在博威的陪伴下探秘广袤星
海。 记者 严瑾

4月16日0时44分，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组合体
工作生活了183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
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

9时6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
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9时30分，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
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

发现目标并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
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
天员身体健康。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
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在东风着
陆场迎接航天员。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于2021年10
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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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6个月
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
行时长新纪录。

2022年4月16日9时56分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4月16日9时56分，神舟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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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延伸阅读

搜救回收任务呈现三大新变化

神舟十三号凯旋 这家甬企有功劳

D

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

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先后进行了2
次出舱活动，开展了手控遥操作交会对
接、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等多项科学技
术实（试）验，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保
障、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
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关键技术。利用
任务间隙，航天员还进行了2次“天宫课
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
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
务圆满完成，中国空间站即将进入建造
阶段。

3名航天员于4月16日下午乘坐任
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阶段飞行
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到机场迎接。
他们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
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中国空间站即将进入建造阶段

183天 新的驻留时间纪录A

B

C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