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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迈出了太空行走的步伐

2008年9月27日16时39分，中国“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16时48分，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

一步。16时 59分，结束太空行走，返回轨道舱。9月 28日，

乘“神舟七号”飞船成功返回地球。翟志刚成为中华民族太空

漫步的第一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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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七号”的飞行任务

美
苏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都是先攻克飞行器空间交会对

接技术，再突破太空行走难关，而中国载人航天在这一

阶段的路径则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交会对接技术更难突破，需

要的时间更长，载人航天工程如果太长时间没有一次发射，飞

船外的其他系统闲置时间过长，就可能造成人才流失和资源浪

费。因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太空行走和交会对接两大难关同

时推进，承载太空行走任务的“神舟七号”，因为飞行需要时间

相对较短而优先实施。

2004年 12月，中央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

立项，飞船系统启动了“神舟七号”的方案设计和攻关工作。

2005年 4月，“神舟六号”飞船还在发射前的测试阶段，“神舟

七号”飞船已完成了轨道舱结构方案设计报告评审。在推进舱

和返回舱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意味着“神舟七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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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方案已经形成了。

“神舟五号”“神舟六号”是在前四艘无人飞船的基础上改

进而来的，“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改成气闸舱，是个全新的产

品，要重新做结构强度、振动、力学、热真空等各种试验。这

使得做计划时的未知因素大大增加，不仅要考虑每次试验需要

什么保障条件，要达到什么目的，还要考虑试验失败怎么应对。

经过各部门的通力合作，研究人员终于攻克了一道道技术

难关。当“神舟七号”飞船壮观地竖立在眼前时，科研人员的

心中不是喜悦，而是紧张。

从综合测试开始，原来各自分头工作的小团队，成为一个

大的飞船试验队，所有系统集中成一个大系统。此后长达 1200
小时的测试，是“神舟一号”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测试，但总

的来说，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2008年 1月，正式模拟飞行测试完成；3组 9名航天员参加

的人船联合测试完成。

2月，整船振动和噪声力学试验完成。

3月，整船热真空试验和整船泄复压试验完成。

4月，飞船、地面联合测试和人、船、地联合测试完成。

7月 6日，“神舟七号”飞船发射试验队出征发射场。

9月 6日，飞船加注推进剂。

9月 25日，“神舟七号”飞船以良好的状态做好了一切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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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的准备，屹立在发射场。

2008年 9月 25日至 28日，我国顺利实施了“神舟七号”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完成了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伟大壮举，谱写了

我国载人航天发展的新篇章。“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

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航天员出舱活动关键技

术的国家。

2008年 9月 25日 21时 10分，“神舟七号”飞船搭载三名航

天员发射升空。21时 30分，飞船正常入轨。22时 07分，“神舟

七号”升空后第一次在轨和出舱活动空间环境预报——空间环

境平静，这对飞船的在轨运行是安全的。23时 19分，在“神舟

七号”飞船飞行第二圈过程中，航天员翟志刚首次从飞船返回

舱进入轨道舱开展工作。

9月 26日 4时 04分，“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变轨，由椭圆轨

道变成近圆轨道。10时 20分，航天员开始组装测试舱外航天

服。21时 47分，“飞天”和“海鹰”两套舱外航天服均组装完

成。21时 59分，航天员翟志刚与飞控中心试验天地对话。22时
25分，航天员开始穿个人装备。23时 36分，翟志刚身着中国自

主研发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在太空首次亮相。

9月 27日 13时 57分，返回舱舱门关闭，航天员开始进行出

舱前准备工作。15时 30分，舱外服气密性检查正常，气压阀检

查正常。15时 48分，指控中心批准轨道舱开始泄压。“神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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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迈出了太空行走的步伐

号”轨道舱开始进行第一次泄压。14时，“神舟七号”飞行任

务总指挥部决定：翟志刚为出舱航天员，刘伯明在轨道舱支持

配合翟志刚出舱，景海鹏值守返回舱。16 时 17 分，“神舟七

号”和北京飞控中心对话，飞船运行正常，航天员表示感觉良

好，航天员吸氧排氮结束。16时 22分，航天员穿好舱外航天

服。16时 24分，出舱活动重要步骤均已结束。航天员吸氧排

氮、泄压工作准备完毕。16时 26分，轨道舱开始第二次泄压，

当舱内气压降至 2千帕时可满足航天员出舱条件。16时 39分，

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协助和配合下，中国“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实施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16时

48分，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一步，标志着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

行走开始。16时 58分，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发出指令：“‘神舟

七号’，返回到轨道舱。”16时 59分，翟志刚进入轨道舱，并完

全关闭轨道舱舱门，完成太空行走。15时 01分，轨道舱关闭正

常。19时 24分，“神舟七号”飞船飞行到第 31圈时，成功释放

伴飞小卫星。这是中国首次在航天器上开展微小卫星伴随飞行

试验。20时 16分，伴飞卫星完成对“神舟七号”的 20分钟拍

照，图像十分清晰。21时 45分，“神舟七号”上的三位航天员

与家人进行天地通话。

9月 28日 11时 06分，航天员换好舱内航天服。11时 16分

许，三名航天员穿舱内压力服，做返回准备。返回控制数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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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飞船。11时 46分许，返回控制数据已注入飞船。12时 51
分许，“神舟七号”返回舱舱门关闭，“神舟七号”返回阶段开

始。16时 51分，北京飞控中心宣布飞船进入正常返回轨道。17
时 12分，推进舱和返回舱成功飞离。17时 20分，“神舟七号”

飞船飞入中国上空。17时 20分许，返回舱降落伞打开。17时

21分，飞船进入黑障区，与地面指控中心的通信暂时中断。17
时 22分许，飞船进入主着陆场上空。17时 24分许，飞船飞出

黑障区。17时 36分，“神舟七号”完成载人航天任务，返回舱

顺利着陆。18时 22分许，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出舱，18时 23分

许，航天员刘伯明、景海鹏成功出舱。

在航天领域，“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具有重大的里

程碑意义。“神舟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

第二大步中的第一小步，是为我国建立宇宙空间站打好基础的

榜样，在我国航天事业的三部曲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神

舟七号”首次搭载三名航天员升空，并且在轨运行中实现一名

航天员出舱行走，并释放一颗伴飞小卫星。“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的成功升空，在太空中第一次留下了中华民族的脚印，也为

载人航天后续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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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小链接

“神舟七号”任务的技术创新与突破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航天

员出舱活动技术，与“神五”“神六”任务相比，技术上主要突破

了载人飞船气闸舱、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地面训练等关键技术。

一是气闸舱与生活舱一体化设计技术。轨道舱进行了全新的

设计，兼作航天员生活舱和出舱活动气闸舱，增加了泄复压控制

功能、出舱活动空间支持功能、舱外航天服支持功能、出舱活动

无线电通信功能、舱外活动照明和摄像功能、出舱活动准备期间

的人工控制和显示功能等。

二是出舱活动飞行程序设计技术。在出舱活动飞行程序设计

上，考虑运行轨道、地面测控、能源平衡、姿态控制、空间环境

适应性等多种约束条件，通过优化配置飞船的资源，设计出具备

在轨飞行支持出舱活动的程序平台。

三是中继卫星数据终端系统设计及在轨试验设计技术。“神舟

七号”飞船装载了我国中继卫星系统的首个用户数据终端系统，

进行了国内首次天地数据中继系统数据传输试验。

四是航天产品国产化技术与应用。部分关键器件、组件采用

了国产化产品，对于促进航天科技，带动我国相关科学技术进

步，发展自主创新型科技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载人飞船 3人飞行能力设计与应用技术。按照 3人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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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指标设计、配置了环境控制设备，提供可容纳 3名航天员生

活和工作空间，设计了3人指挥、操作、协同关系程序。

六是伴飞卫星释放支持及分离安全性设计技术。为伴飞卫星

提供了释放平台和释放能力，解决了伴飞卫星释放后对飞船的安

全性影响问题。

着陆场系统的改进

着
陆场系统承担着飞船回收和航天员救援的重任，它负责

跟踪测量返回舱出黑障前后的返回轨道；及时搜救寻找

返回舱、协助航天员安全出舱并护送至后方；应急返回时，要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营救航天员，将风险降到最低。与前六次相

比，“神舟七号”对着陆场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科研

人员在系统总体设计上，优化整合系统资源，突出重点关键部

位，实现整个系统全态参加任务。根据 3 名航天员的试验状

态，完善了救护程序，补充调整了医监医保医疗救护装备和设

备。根据 3 天在轨运行的状态，调整优化了部署在国内外应急

返回着陆区的搜救力量。

着陆场系统是为“神舟七号”回归保驾护航的。载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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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着陆场系统包括主副着陆场、陆上应急搜救、海上应急搜

救、通信和航天员医监医保 5个分系统。针对“神舟七号”载

人飞船多人多天、航天员出舱、傍晚返回等特点，技术人员重

新对系统进行了设计，通过优化整合和综合集成创新，使系统

建设更加科学可靠、经济实用。

与其他系统相比，着陆场系统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涉及单

位多、参试人员和设备多，对于总体协调工作来说，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可想而知。为了确保试验任务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在

任务前组织了近百次联调和测试演练，确保了系统以“零问

题”状态参加任务。

“神舟七号”飞船飞行任务中要求着陆场系统有一些相应变

化，空中搜救指挥平台、无线电跟踪测量设备、卫星导航定位

系统等都是在系统内首次亮相，共同为“神舟七号”飞船和航

天员的安全返回保驾护航。

从“神舟一号”任务开始，着陆场系统始终处于不断的探

索发展过程中。为最大限度提高着陆场系统的费效比，在总体

方案的设计上，设计人员始终坚持了以最小投入发挥最大效能

的设计原则，在保证搜救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人员与设

备的投入。“神舟七号”着陆场区的配备力量有所改变，一些搜

救设备也有所改进。

“神舟七号”飞船的搜救方案，将原来“空中为主，地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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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的模式改为“空中救援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所有针

对航天员的搜救工作都由空中力量完成，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抵

达着陆点的时间，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搜救模式的改变带来了着陆场区力量配备的变化。通过最

大限度地压缩地面力量，把原来陆地上升段的 4个应急救生区

压缩成 3 个，把主、副着陆场的力量加以综合利用。如此一

来，虽然航天员人数增加了，但通过优化，不仅没增加搜救力

量，反而将直升机的数量减少了。

在前六次飞行任务结束后，经过不断总结，在“神舟七

号”任务着陆场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中去掉了一些可靠性不够

高的设备，新研制加装了性能更加可靠的搜索定向仪，为直升

机添加了可供夜间搜索使用的探照灯和红外设备，还为航天员

配备了铱星手机，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神舟七号”与“神舟六号”相比，大的状态变化主要有三

个方面：第一，是要执行出舱试验任务，这个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第二步第一阶段要突破的关键技术；第二，飞船是满载

的，就是承载三名航天员，这样就达到了“神舟”飞船的额定

能力；第三，“神舟七号”飞行期间要进行一些卫星通信的新技

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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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小链接

飞船返回控制中的关键技术

飞船返回是整个航天活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决定整个航天飞

行活动成败的关键。

因此，必须掌握好飞船的返回技术，才能确保航天员和航天

器安全着陆。

返回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技术。为使航天器安全返回并

着陆，必须要掌握三项关键技术：返回控制和制导技术、再入防

热技术、回收和着陆技术。

返回控制和制导技术：航天器返回轨道由离轨条件决定，制

动方向直接决定航天器再入大气层的角度，反推火箭点火时间会

影响返回舱的落点位置。对于载人飞船来说，航天员的手动控制

可作为返回控制的预备的或主要的控制方式。而航天飞机是靠姿

态控制系统控制航天飞机进入大气层的状态。

再入防热技术：在飞船再入过程中，为了防止有效载荷舱或

乘员座舱过热，再入航天器备有再入防热系统。根据再入环境的

不同，弹道式、半弹道式再入航天器采用以烧蚀防热为主的防热

系统；航天飞机则采用以辐射防热为主的防热系统。由于防热系

统的重量会影响再入航天器的性能，因此研制效率高、重量轻、

能多次重复使用的再入防热系统，是返回技术的一大关键。

回收和着陆技术：弹道式、半弹道式再入航天器须由回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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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使其进一步减速，最后乘降落伞垂直着陆或溅落。航天飞机则

是在自动着陆系统的控制下完成着陆动作。

实现在太空的行走

“神
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后，9 月 25 日 21 时 30 分许正

常入轨。9 月 26 日凌晨 4 时零 5 分成功变轨。变轨成

功后，飞船已由沿椭圆轨道运行变为沿圆形轨道运行。

9月 27日上午，3名航天员交替休息，为即将进行的舱外活

动养精蓄锐。飞船发射升空之后，航天员进行舱外航天服组

装、适应性训练等各项任务对体力消耗很大，需要通过充足的

休息来恢复，把身体和心理调整到最佳状况。

第一次实施舱外活动的难度和风险前所未有。出舱活动

前，航天员要做的准备工作非常严谨而细致，首先是调整好身

体和心理状态。“神舟七号”乘组第一次设置了指令长这个岗

位，担任指令长的是 01号航天员翟志刚，也是由他来进行出舱

活动。02号航天员刘伯明在轨道舱来协助 01号翟志刚进行穿航

天服以及科学试验等一系列工作。03号航天员景海鹏在返回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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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支持。

持续三四个小时的准备活动中，两名航天员依次完成了穿

好舱外航天服、气闸舱泄压、吸氧排氮等事项。

9月 27日 13时 33分，“神舟七号”返回舱门关闭，航天员

开始执行太空行走任务。

随后翟志刚和刘伯明两人开始穿舱外航天服。15时 20分左

右，两人全副武装，其中担任出舱任务的翟志刚身着“飞天”

舱外航天服，刘伯明则身着俄制“海鹰”舱外航天服。

15时 40分，两人将舱外航天服逐步加压，而轨道舱则慢慢

泄压，直至逐步接近真空状态。

16时 16分，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发出出舱指令。差不多同

时，轨道舱第一次泄压完毕，舱内气压由一个标准大气压降至

70千帕，当舱内气压降至 2千帕时可满足航天员的出舱条件。

16时 30分，控制中心发出指令：“‘神舟七号’，打开轨道

舱门，按程序启动出舱。”

16时 34分，“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开始出舱，在刘伯

明的帮助下，翟志刚一只手固定身体，一只手将轨道舱门解

锁，缓缓打开舱门，整个开门过程持续了十多分钟。

16 时 44 分，翟志刚开始出舱进入太空，他向地面报告：

“‘神舟七号’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向全国人民、向全世

界人民问候。”洁白的航天服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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