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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羲和”探日！10 月 14 日，搭载着我国
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
的长征二号丁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羲和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抓总研制。14 日，在沪召开的第九届航
天技术创新国际会议上，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陈杰详细介
绍了卫星上的“黑科技”。

“双超”卫星平台

　　据陈杰介绍，“羲和号”整星重量 510
千克，运行于轨道高度为 517 公里的晨
昏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主要科学载荷为
太阳空间望远镜，将在国际首次实现空
间太阳 H α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
对该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太阳爆发
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
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为确保太阳空间望远镜在太空平稳、
精确观测，“羲和号”采用了全新构型。太
阳空间望远镜被安装在专门的载荷舱中，
载荷舱与平台舱间采用了“动静隔离非接
触”总体设计新方法，完全进行物理隔离，
以阻断平台舱微振动传递路径。
　　“羲和号”首次在轨应用磁浮控制，
采用高精度、大带宽、自身无干扰的“磁
浮作动器”，作为载荷舱的执行机构，从
而使载荷舱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
控制的性能得以实现。通过“载荷舱主动
控制、平台舱从动控制”新方法，使卫星
实现姿态指向精度、姿态稳定度，比国内
现有能力提升 1-2 个数量级。
　　由于太阳空间望远镜设计了很多观
测方式，有时需要对太阳进行平场定标，
即需要控制卫星姿态依次指向太阳圆盘
的九个不同区域；有时需要控制卫星姿态
对太阳进行连续的摆扫观测；有时需要对
卫星进行暗场定标，即控制卫星姿态指向
空间特定区域；而在两舱解锁时，还需要
平台舱跟随载荷舱实现相对姿态控制。针
对这些不同需求，平台舱也设计了 5 种不
同的指向模式，可及时响应和切换。
　　陈杰表示，作为我国新一代卫星平
台，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性的“双超”
卫星平台，可大幅提升我国卫星平台的
指向精度与稳定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未来，“双超”卫星平台技术还将在高分
辨率对地详查、大比例尺立体测绘、太阳
立体探测、系外行星发现等新一代航天
任务中进行广泛推广应用。

无线能源传输

　　作为我国首位太阳专属“摄像师”，“羲和号”载荷舱和平台
舱完全物理隔离，确保了载荷舱不受卫星平台扰动的影响，具
备了完美的“防抖”功能，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载荷舱和平台舱处于非接触状态，传统的供电方式无
法满足能源传输需求。卫星在轨运行过程中，如何解决载
荷舱的能源获取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整星的能源分配呢？
　　八院 811 所研制团队深入研究国内外相关先进技术，
提出“磁感应耦合式”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首次在卫星上实
现大功率、高可靠、高效无线能源传输技术的应用；首次将
能源采集、能源储存、能源控制管理及二次配电实现了智能
化和一体化设计。从能量输入到输出，整个链路的综合转换
效率达到 80% 以上；在磁场耦合部分，磁传输效率更是达
到了 95% 以上，实现了高效低热耗的能量传输。

空间激光通信

　　由于“羲和号”的载荷舱和平台舱之间完全隔离，也无
法通过电缆传输能源和信息。为此，卫星采用激光通信和微
波通信两种“互为备份”的无线通信方式，在两舱之间架起
了 5G 高速通信通道。
　　“羲和号”上还有一位“新面孔”——— 舱间高速激光通信
单机。该设备由八院 802 所激光中心团队研制，负责舱间
数据传输任务，这也是国内首个接入卫星平台的舱间无缆
化激光数传设备，按计划将在轨工作三年。
　　“羲和号”将对太阳进行高分辨率的光谱成像，届时会产
生巨大的科学数据。激光通信子系统具备高速的激光传输接
口，可以提高科学载荷数据传输速率，将星内数传带宽大大
提高，为载荷的高清成像数据积累提供了有效保障。
　　此外，八院电子所负责的综合电子分系统平台舱管理
单元和载荷舱 14 台产品，为整星提供对地测控、数传及星
务管理等功能，也是“羲和号”上不可或缺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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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利、黎云、占康

　　 13 年前，他迈出了中国人在浩渺太
空中的第一步。那清逸飘然的一步，至今仍
清晰烙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坎里。13 年
后，航天英雄再出征，他说，一切仍从零
开始。
　　 8 年前，她在 400 公里的太空为全国
6000 多万名学生进行太空授课。那“飞天
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的话语，让
无数个孩子从此喜欢上了航天。8 年后，

“太空教师”再出征，她说，愿意再次带着
孩子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去开启新的
探索。
　　 5 年前，他成为首位在公众视野亮相
的中国第二批男航天员。在那黑暗、陌生
的意大利撒丁岛洞穴里，凭着优秀的综合
能力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征服了绵延数十
公里的地下世界，赢得了国际同行赞誉。5
年后，“入得了地”的他首次出征，他说，心
里虽有些许忐忑，但对任务充满信心和
期待。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他们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正式亮相。10 月
16 日 0 时 23 分，他们将身着乳白色航天
服出征，向着太空、向着天宫。
　　他们，就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

  翟志刚：唯一的使命就是为

国出征

　　岁月，看上去并没有在特级航天员翟
志刚身上留下痕迹。笑容依旧，诙谐依旧。
　　 2008 年 9 月 27 日，他迈出了中国
人在茫茫太空中的第一步，成为首位太空
行走的中国人。13 年后，他再次以指令长
的身份率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征战
太空。
　　“飞行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使命。”
55 岁的翟志刚说，“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
停歇的脚步，只有奋进的号角。”
　　 1966 年 10 月，翟志刚出生在黑龙江
省龙江县一个小乡村，家里兄弟姊妹多，父
亲长年卧病在床，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卖炒
瓜子换钱供他完成学业。
　　之后多年间，无论是参加空军招飞还
是航天员初选，无论是空中训练遇到险情
还是连续两次错过飞天的机遇……正是少
年时代饱尝的艰辛，让翟志刚从不言苦累，
更不言放弃。
　　 2008 年初，翟志刚如愿入选神舟七
号航天员乘组，并于 9 月 25 日 21 时 10
分开始了飞天之旅。两天后，他穿上“飞天”
舱外航天服准备漫步太空时，舱门却怎么
也打不开。用力拉了 3 次，舱门却丝毫没
有反应。用辅助工具撬了 2 次，每次舱门
刚打开一点缝隙，残留的气压就会把舱门
紧紧压住。最后，他拼尽全身力气，用力打
开了连接浩瀚太空的舱门。
　　在黑色天幕和蓝色地球的映衬下，翟
志刚挥动鲜艳的国旗向祖国报告：“神舟七
号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向全国人民、向
世界人民问候。”
　　 2008 年，他随团访问香港。一名小学
生问他：“去太空的时候，怕不怕死？”当时
他这样回答：“怕死。但打开舱门的那一
刻，我没有考虑过生死，也忘记了自己面
对的是生死考验。那一刻，心里只有任
务。”
　　这，也正是每一名中国航天员在国家
和民族利益面前最本能的反应。
　　神七任务结束后，翟志刚被授予“航天
英雄”荣誉称号，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但他
深知，是千千万万航天人铺就了飞天之路，

“身体会失重，但心灵永不失重”。为此，他
归零成绩、归零经历、归零心态，一切从头
开始继续准备飞天的工作。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多年来，他仍日
复一日地训练，一次次接受挑选。如今年过
半百，翟志刚的航天生理功能始终保持在
优良等级。
　　记者问：“用得着这么拼吗？”
　　他答：“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荣誉，
祖国托举我们飞上太空，我们唯一的使命
就是为国出征，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再
上太空。”

  王亚平：带着孩子们的眼睛

去触碰梦想

　　樱桃成熟的季节，山东烟台女孩王亚
平走出生活了 17 年的小山村，从此飞向
天空，飞向太空。
　　高三那年，空军部队来学校招女飞行
员。王亚平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收到了空军

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4 年的学校
生活，连周末外出的机会也很少，每天饱受
风吹日晒，人也变得又黑又瘦。那段时间，
她甚至萌生过退学的念头。
　　当她打电话和家人诉苦时，父亲一句
话惊醒了她：“你吃的所有苦，不都是为了
飞行吗？”打那以后，王亚平就抛掉了一切
不合时宜的念头，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习
训练中。
　　第一次上飞机飞行那天，按训练要求，
飞机俯冲低飞时，王亚平看到了地面上那
些仰头观望的村民的脸，看到了农户家的
鸡被惊得飞来跳去，看到了大黄狗冲着天
空叫唤。
　　“神奇而欢乐的飞行让我深深陶醉其
中，再也不愿离开飞行。”王亚平说。
　　 2003 年，杨利伟乘神舟飞船首飞太
空。火箭升空的那一刻，电视机前的王亚平
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女
航天员呢？
　　那年，23 岁的王亚平有了自己的飞
天梦。
　　 2010 年，她如愿成为航天员大队的
一员。这时，她才发现这些光鲜灿烂的时
刻，是短暂的，更多的是面对枯燥艰苦的训
练和一次次激烈严酷的挑选。
　　初次接触离心机训练，她感到既陌
生又恐惧。游乐场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过
载只不过是自身体重的两三倍，而航天
员的超重训练，承受的压力要达到自身
体重的 8 倍。每次训练，随着过载的增强
和过载受力方向的变化，王亚平的脸部
肌肉会因为强大的牵引力而严重变形，
眼泪控制不住不断地向外流。短短几十
秒的训练时间，每次都像几个小时一样
令人难熬。但她从不去按下手边那个红
色的暂停按键。
　　出舱活动水下训练中，她在 10 米深
的水下，克服水的阻力和服装 40 千帕的
压力，不断调整身体姿态，完成攀爬、操作
等各种动作，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饿了
只能忍着，痒了痛了也没法挠。男航天员
在水下坚持多久，王亚平同样在水下坚持
多久。
　　在太空，身着舱外航天服的航天员行
动和操作主要靠上肢，对于将要执行出舱
任务的王亚平来说，如何增强上肢力量？一
个字，“练”。
　　抓握铅球、俯卧撑、举杠铃……终于，
王亚平将胳膊练出了肌肉块。那天，她高兴
坏了：“胳膊粗了，说明我的肌肉力量增强
了。”
　　 2013 年，王亚平入选神舟十号航天
员乘组，6 月 11 日 17 时 38 分搭乘神舟
十号飞船首次飞向太空。或许正是有了充
分训练准备，进入太空的第一个晚上，她一
觉居然睡了 11 个小时。
　　根据任务安排，她还在飞行中为全国
8 万余所学校的 6000 多万名学生进行太
空授课。这是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中首次开
展教育应用类任务，是一次面向全国、面向
全世界的科普直播活动。
　　 6 月 20 日，在远离地球 400 公里的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中，身着蔚蓝色舱
内工作服的王亚平向摄像机镜头缓缓飘

来，在大约 40 分钟内顺利进行了质量测
量演示、单摆运动演示、陀螺演示、水球
演示、水膜演示等 5 个基础物理实验，并
通过天地连线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互动
交流。
　　活动即将结束时，王亚平说：“飞天梦
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这句话也在
众多学生心中播下了追寻梦想、追求科学
的种子，激励他们投入到探索太空的宏伟
事业中来。
　　一个名叫王楠的高中生因此坚定了选
择航天的信念，现在如愿成为一名航天工
作者。她说：“‘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
追梦路上的光。”
　　 2021 年的金秋，王亚平将作为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再飞太空，将成为进入中国
空间站的首位女航天员，也将是中国首位
实施舱外活动的女航天员。
　　“如果说第一次飞行更多是新鲜和好
奇，那么第二次飞行，我觉得更多的则是
期待和享受。”王亚平对记者说，她期待再
次飞上太空去享受失重环境下那种神奇
美妙的感觉，期待着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空
间站里迎新年、过除夕，期待着到舱外去
看看我们美丽的太空，也期待着能够再一
次带着孩子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开启新
的探索。

  叶光富：“上得了天”也“入得

了地”

　　 10 月 14 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公开亮相。浓眉大眼、英俊帅气的叶光富，
让很多网友直呼：哇，航天员的颜值这
么高！
　　公众面前，41 岁的叶光富显得自信而
从容。他对记者说：“加入航天员队伍 11
年，我为梦想也奋斗了 11 年。现在，我对
任务充满信心和期待。”
　　虽然是首次执行飞天任务，但这并不
是叶光富的首次亮相。
　　 2016 年 7 月 7 日，在意大利撒丁岛，
6 名满身泥土的航天员从探险 6 天 6 夜的
洞穴中走出。其中，叶光富那张帅气的东方
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公开亮相的第
二批男航天员。
　　古老的撒丁岛，经过数百万年的海水
和雨水冲洗，在地下世界形成了层次丰富
的洞穴系统。那里光照极少，没有声音，连
食物的选择也十分有限。这种与太空类似
的极端环境，是评估和锻炼航天员的理想
场所。
　　叶光富作为中国航天员代表，与来自
美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的 5 名航天员
共同参加了欧洲空间局组织的为期 15 天
的洞穴训练。
　　凭借良好的综合素质，叶光富在训练
中脱颖而出，成为担当洞穴勘测与定向导
航任务的重要角色。那些日子，他穿着探洞
服，头戴携有探照灯的安全头盔，背负装有
各种任务所需设备的背包，或在悬崖峭壁
中攀爬，或在垂直的深洞中升降，或游过暗
藏危机的河流，步步惊心。
　　有一次，团队发现一个有 2 个足球场

大的洞厅，尽头的石墙高达 100 米。叶光
富要完成对这个洞厅的勘测，辅助勘测定
位的另一名航天员爬到一个边缘位置。叶
光富敏锐地观察到有岩石往下滚落，顿觉
不妙，赶紧招呼那名航天员撤回。就在刚回
撤到安全区域后，岩石开始滑落，并迅速发
展成一大片岩体滑坡。
　　最终，叶光富和整个团队一起战胜了
种种困难，并从庞大的地下迷宫中安全回
归。在任务后期，他将所有勘测的数据进行
下载、整理、分析，生成了一个 3D 洞穴地
图，为以后训练留下宝贵资料。
　　叶光富上高三时，空军招飞的消息传
到他所在的学校。从小就梦想飞行的他报
名参选，成功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在担任飞行员期间，叶光富有着过
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能。一次，
他驾驶战斗机返回时遭遇浓雾，加上当
时是逆光方向着陆，几乎看不见跑道。紧
急情况下，他不慌不忙，沉着应对，严格
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在与指
挥员的密切配合下，调转机头，逆向着
陆，飞机划出完美的曲线，不偏不倚地落
在跑道上。
　　 2010 年，叶光富加入航天员队伍。虽
说飞行员是最接近航天员的职业，天空和
太空仅一字之差，但是要完成从飞行员到
航天员的转变，却是像登天梯一般步步
艰辛。
　　除了要完成基础理论学习、航天环境
耐力与适应性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等 8
大类上百门挑战身心极限的科目训练，以
及严格而常态化的考试，更要面对心理的
煎熬和挑战。
　　叶光富一直用最好的状态时刻准备
着，苦练技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
训练，这个过程对我们也是一种历练。我认
为人生的精彩就体现在漫长而艰辛的奋斗
过程中。”叶光富说。
　　心在太空，路在脚下。
　　对叶光富来说，最有挑战性的要数出
舱活动水下训练。他穿上水下训练服后，人
服加起来近 500 斤重，需要在水下持续作
业五六个小时。每次训练后，他戴的两层手
套和内衣都被汗湿透。
　　针对航天员应急返回进行的恶劣条件
下的 48 小时野外生存和应急救生训练，
也让他印象深刻———
　　辽宁某地森林，叶光富和王亚平、陈冬
组成的三人小组，用救生包、降落伞等现有
资源，就地搭建掩体，采野果、野菜充饥，饮
溪水解渴。
　　巴丹吉林沙漠，叶光富和王亚平、陈冬
找到一处小灌木丛，利用降落伞搭建掩体，
当时叶光富用温度计测了测，温度直接“爆
表”。
　　首次入选航天员飞行乘组，叶光富便
面临 6 个月的飞行周期。“心里难免有一
些忐忑，但回顾前期的准备，心里也很踏
实，因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他对记者说，他
期待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进行在轨生活
和工作，闲暇之余透过舷窗好好看看地球
这颗蓝色星球。
    （参与采写记者：张汨汨、徐毅）
     新华社酒泉 10 月 14 日电

飞天英雄征寰宇
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翟志刚（中）、王亚平（右）、叶光富3名航天员将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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