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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系统

航天员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主要目标是保障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
活和高效工作，是医学与工程相结合的系统。

航天员系统的主要任务分为“培养人、保障
人、研究人”三大块：一是“培养人”，即建立一支结
构合理、规模适度、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航天员
队伍，为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选拔训练合格的乘组；
二是“保障人”，即构建完善的健康保障、生活保
障、工作保障体系，制定载人飞行器医学/工效学
要求并实施评价，为航天员在轨飞行提供保障；三
是“研究人”，即探究解决人类相关空间生命科学
问题，掌握发展先进的健康保障和人因工程技术，
为载人航天创新发展和未来载人深空探测提供持
续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空间应用系统

空间应用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主要负责载人航天工程的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

空间应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载人航天器
的应用支持能力，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研究，
推动和引领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跨越式发展，取
得重大科学成果和应用效益。在2022年7月24日
发射的问天实验舱中，大量科学实验设施和舱内
外应用任务共用支持设备都少不了空间应用系统
科研人员的功劳。

载人飞船系统

载人飞船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主要任务是研制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神舟系
列载人飞船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
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
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
国特色。该系列飞船可一船多用，既可留轨观测，
又可作为交会对接飞行器，满足天地往返的需求。

针对空间站运营、载人探月等需求，中国新一
代载人飞船正在加紧研制中，试验船已在 2020年
5月5日搭载于长征五号B火箭首飞。

货运飞船系统

货运飞船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主要任务是研制天舟系列货运飞船。该飞船负
责为空间站或空间实验室运输补给物资和载荷，补
加推进剂，在轨存储和下行废弃物资，任务结束后受
控陨落于预定区域，还能配合完成其他试验任务。

运载火箭系统

截至目前，共有3款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贡献了力量，分别是长征二号F火箭、长征七
号火箭和长征五号B火箭。它们的总体单位都是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长征系列火箭系统

长征二号 F火箭是在长征二号E火箭的基础
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以提高可靠性、确保
安全性为目标研制的火箭。该火箭全长58.34米，
起飞重量479.8吨，起飞推力约600吨。火箭芯级直
径3.35米，捆绑4个直径2.25米的助推器。目前，长
征二号F火箭是中国唯一一种载人运载火箭，可细
分为发射天宫实验室状态和发射载人飞船状态。

长征七号火箭是无毒低污染的中国新一代中
型运载火箭，采用捆绑4枚助推器的两级构型。该
火箭全长 53.1米，起飞质量 597吨，使用液氧煤油
发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13.5吨。长征七号火
箭承担空间站工程期间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长征五号B火箭主要承担空间站核心舱和实
验舱等舱段发射任务，是中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最大的火箭。

发射场系统

迄今为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包
括酒泉发射场系统和海南发射场系统。它们的主
要任务是负责运载火箭、飞船、空间站、有效载荷
和航天员系统装船设备在发射场的测试和发射，
并提供相应保障条件。

酒泉发射场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主要承担载人飞船和空间实验室的发射
任务。酒泉载人航天发射场于1998年正式投入使
用，采用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垂直总装、垂直测
试、垂直运输”及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的先进模式。

海南发射场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中心，主要承担天宫空间站舱段和天舟货运飞船的
发射任务。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于2007年8月启动
建设，是国内新兴的生态、环保、开放的航天发射场。

测控通信系统

测控通信系统的总体单位是北京测控通信技
术研究所，主要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
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与控制任务，提供与
航天员进行视频和话音通信的通道，是航天器从
起飞至寿命结束过程中天地联系的唯一手段。

该系统包括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
控站、国外测控站、机动测控站、远望系列远洋测
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在内的陆海天基测控网。

空间实验室系统

空间实验室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空间实验室是开展空间试验活动的载人
航天飞行器，规模小于空间站，可以认为是空间站
的雏形。它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并掌握飞行器空间
交会对接及组合体控制技术；突破航天员中期驻
留、飞行器长期在轨自主飞行、再生式生保和货运
飞船补加等关键技术；验证天地往返运输飞船的
性能和功能；先期考核空间站建造相关关键技
术。中国先后发射、运行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收获众多成果。

空间站系统

空间站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主要职能是负责中国天宫空间站的研制和建设。

天宫空间站是由多模块在轨组装的空间实验
平台，也是规模较大、长期有人参与的国家级太空
实验室，可支持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和工作，额定
乘员3人，设计寿命至少10年。在轨运行期间，天
宫空间站由载人飞船往返运送航天员，完成乘组
轮换，由货运飞船完成物资补给和废弃物下行。

着陆场系统

着陆场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主要任务是为载人飞船返回舱选定安全的
返回着陆场区，完成返回舱在返回着陆段的测控
通信任务，搜索、寻找着陆后的返回舱，救援航天
员，回收返回舱和有效载荷，并提供着陆场区的通
信和气象保障服务。中国公开的载人航天着陆场
包括四子王旗着陆场、东风着陆场等。

具体来说，着陆场系统由主着陆场、副着陆
场、陆上应急搜救、上升段海上应急搜救、通信和
航天员医监医保共6部分组成。

光学舱系统

光学舱系统的总体单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主要负责研制空间站巡天光学舱平台，用于上
行多功能光学设施。巡天光学舱将单独发射入轨，
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支持多功能光学设施开展巡
天和对地观测；需要时，它可与空间站主体对接，开
展推进剂补加、设备维护和载荷设备升级等活动。

□澎湃新闻

你知道把人送上
太空，背后需要多少
力量支持和保障？自
2003年10月15日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射以来，我国已经
先后执行了 11 次载
人发射任务，共将18
人、29 人次送入太
空。现在，神舟十六
号乘组正在中国空间
站执行任务；搭载 3
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即将由
“长二F”遥十七运载
火箭从酒泉发射场发
射升空，对接中国空
间站核心舱前向端
口，形成三舱三船组
合体，继续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

如今，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已
经有30余年了，中国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已
经成功执行20周年，
在航天事业不断发展
壮大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航天员系统、
载人飞船系统、着陆
场系统等 14 个大系
统。

？？？？想要把人成功送想要把人成功送入太空入太空
需要哪些支持和保障

1010月月1919日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F遥十七运载火箭遥十七运载火箭
组合体正在转运途中组合体正在转运途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汪江波汪江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