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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上午，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

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

绍，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我国瞄准北京

时间 10 月 30 日 4 时 27 分发射神舟十九号载人

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

泽组成，蔡旭哲担任指令长。

进一步提升空间站运行
效率和综合应用效益

林西强表示，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

展阶段第 4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

程第 33次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

神舟十八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

约 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试）验，实施

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

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

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

以及空间搭载试验，进一步提升空间站运行效

率，持续发挥综合应用效益。

不久前，《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4—2050 年）》正式对外发布。那么，神舟

十九号任务在空间科学方面有哪些安排和亮

点？林西强介绍，神舟十九号乘组飞行期间，将

重点围绕规划中的“太空格物”主题，覆盖空间

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

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微重力条件下

生长蛋白晶体的结构解析、软物质非平衡动力

学等 86项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预计在基

础理论前沿研究、新材料制备、空间辐射与失重

生理效应机制、亚磁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等方

面取得一批科学成果。

此外，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

九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 11月

4 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明年，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计划实施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天舟九

号 3次飞行任务。

我国航天员已开展登月训练

“锚定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

标，工程全线正在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

作。”备受关注的中国载人登月任务进展如何？

林西强介绍，目前，长征十号、梦舟载人飞船、揽

月月面着陆器、登月航天服、载人月球车等正按

计划开展初样产品生产和相关地面试验，先后

完成了飞船综合空投、着陆器两舱分离、火箭芯

一级三机动力系统试车、YF-75E 氢氧发动机

高空模拟试车等大型试验，保障上述生产试验

的一批地面设施设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5 月，我国第四批航天

员选拔工作已完成，共有 10 名预备航天员最终

入选，包括 8 名航天驾驶员和 2 名载荷专家，于

今年 8月入队参加训练。

林西强表示，后续将有序开展 8大类 200多

个科目的训练任务，特别是针对第四批航天员

不仅要执行空间站任务，还有未来执行载人登

月任务的新特点，在训练内容设置上，既注重失重状态下生活工作与健康维护等

基本技能，以及掌握出舱活动、设备维护维修、空间科学实（试）验等专项技能，更

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进一步培塑航天员从操控飞行器到驾驶月球车、从天体

辨识到地质科考、从太空失重漂浮到月面负重行走的能力。

目前，文昌发射场主要执行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后续还

将承担载人登月飞船、着陆器等发射任务。就在今年 9月，超强台风“摩羯”对海

南文昌造成很大破坏。台风发生时，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已经进场，正在开展总装

测试工作；登月任务发射工位等设施正在进行建设施工。

“文昌发射场和各试验队做了应对台风的充分准备，保证了人员和飞行产品

的安全，但是超强台风还是对发射场有关厂房设备、建设现场和生活设施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破坏。”林西强说，总指挥部决策对天舟八号任务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将于 11月中旬择机发射。

中国空间站正在推动更多国际合作

“与空间站运行初期相比，航天员可用于应急处置的时间提高了 5 倍，空间

站与航天员的安全性大幅提升。”针对空间碎片撞击空间站可能造成泄漏等威

胁，林西强说，极端情况下，航天员可搭乘在轨飞船提前返回或发射待命的应急

飞船实施救援。

林西强同时表示，天宫空间站拥有丰富的科学应用资源和完备的支持能力，

神舟载人运输系统和天舟货运系统具备可靠稳定的人员物资天地往返能力，是

开展国际合作的绝佳平台。

“目前，我们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应用项目正在轨开展实验，同时还

在与有关国家推动实施更多联合实验研究、磋商选拔训练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

站飞行。”林西强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不仅仅

是中国的空间站，也是促进人类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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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9日，在人们的期待中，神舟十九号乘组指令

长蔡旭哲带领航天员宋令东、王浩泽，在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问天阁亮相。

蔡旭哲生肖属龙，两位 90 后队友生肖均属马。他

们给自己命名为“龙马乘组”。

“期待这次任务‘龙腾盛世，马到成功’。”蔡旭哲说。

蔡旭哲：时隔22个月重返空间站

参与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参

与首次“太空会师”……在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中，蔡

旭哲和战友们在太空中忙碌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时隔 22个月，他将首次作为指令长，带领神舟十九

号乘组飞向太空，成为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史上间隔时间最短重返空间站的航天员。

2022 年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驾乘飞船顺利进入天和核心

舱。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情况最复杂、技术

难度最高、航天员工作量最大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

们也被网友称为“最忙乘组”。

在轨驻留期间，蔡旭哲和队友们经历了 9种组合体

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和 2次转位任务；首次

经历两个乘组在轨轮换；完成一次“天宫课堂”太空授

课和 3 次出舱任务；开展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

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进行

两个实验舱多个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按计划实施了

多项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蔡旭哲回忆，他们经常忙得废寝忘食。工作量大

时，光是在舱内手动拧螺钉，每天就要拧 1000多个。

2022 年 9 月 17 日 13 时 35 分，蔡旭哲开启问天实

验舱气闸舱舱门，执行他的首次出舱任务。在这次

出舱活动中，他进行了我国首次舱外救援验证——

模拟失去工作能力的航天员，由陈冬将其从舱外带

回出舱口。为了模拟得更加逼真，蔡旭哲放开了舱

壁扶手，那一刻，系在同伴腰上的挂钩成为他唯一的

安全装置。

这份勇气从何而来？除了对同伴的信任，更源自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和“英勇无畏，无私奉献，

不怕牺牲”的铮铮誓言。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

予蔡旭哲“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

勋奖章”。

他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只有一个信念：“早

日返回太空。”

他迅速将心理和身体状态全部归零，半年后就投

入正常任务训练。凭着优异的表现，他被选入神舟十

九号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第一次飞天，蔡旭哲准备了 12 年；第二次飞天，他

仅准备了 22个月。

“梦想铸就荣光，荣光催征新的梦想。我们一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再立新

功！”心怀梦想，蔡旭哲又一次向着太空坚定出发。

宋令东：欲“问天”，先问己

“成长历程中，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面对这个需要岁月沉淀的问题，阳光开朗的宋令

东不假思索：“心之所向，一苇以航。只要有坚定的信

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就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从孜孜求学的乡村少年，到奋飞海天的飞行员，再

到逐梦太空的航天员，宋令东用奋斗为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刚健自信、担当有为写下最鲜活的注解。

1990 年，宋令东出生在山东菏泽。他的父母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但把骨子里的勤劳、坚

韧和乐观烙在宋令东身上。

2007 年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宋令东报了名，一路过

关斩将，成功被录取。课堂上，教员在黑板上写道：“飞

行是勇敢者的事业。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宋令东

热血沸腾，暗自发誓：“我就要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

这个目标，成为他奋进路上的强劲动力。

2020年 9月，早已成为一名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宋

令东，正式加入中国第三批航天员队伍。进入航天员

大队，墙壁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直击他的内心。当飞行员时，他渴望飞先进战机，为祖

国的和平而战；成为航天员后，他渴望迅速锻造磨砺，

早日为祖国出征太空。

从入队到完成考核，两年多的时间，第三批航天员

要完成基础理论、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

练、航天专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入队

时，宋令东的成绩很突出，然而第一次任务选拔，他落

榜了。“自己究竟差在哪？”他的心情跌入谷底。

欲“问天”，先问己。宋令东不断反思，发现了问

题。对战斗机飞行员而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必须

果敢善战、先发制人、抢占先机，勇当“孤胆英雄”，这让

他形成冲劲十足的性格。而载人航天工程是“万人一

杆枪”，各分系统必须发扬齿轮咬合般的协作精神。航

天员作为工程末端的落实者，更注重团队协作，只有沉

稳、准确、高效的配合与操作，才能把千万人的心血、汗

水和智慧化为最有效的数据带回来，稍有不慎就可能

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宋令东决意改变自己。不管是训练、工作还是在

生活中，他都刻意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稳下来、静下

来。他学会了耐心等待和静心观察。

完成心理蜕变的宋令东，更加从容淡定。2023 年，

他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即将飞天之际，宋令东对长达半年的太空之旅充

满信心。他期待着能像小时候在家里的土地上一样，

在太空种出红薯；期待着能走出舱外，欣赏浩瀚宇宙、

满天繁星，饱览祖国大美河山。

王浩泽：要比别人多努力

“人生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肩负起

自己的使命——成为航天员，我是幸运的。能够将个

人价值和祖国的需要相结合——为国出征，我更是幸

福的。”在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上，我

国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说。

王浩泽出生在河北滦平县一个普通家庭。母亲的

言传身教让她从小就明白，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争取到想要的成绩。

靠着这股“要比别人多努力”的劲儿，王浩泽的学

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的本科专业是热能与动力工

程，研究生主攻等离子体爆震。毕业时，她把简历投给

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王浩泽从事的是火箭发动机预研工作。起初，这

对她而言几乎是一个从零起步的全新过程。复杂的方

程式，谜一样的参数，天书一样的运算逻辑，都是她探

索钻研的对象。她很享受攻克未知的过程。“调动全部

脑细胞，全神贯注地去探索，就像游戏闯关一样。”她

说，“将这些难关一个个攻克后，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幸

福感。”

凭着这股钻研精神和突出的业务能力，年轻的王

浩泽很快成为新型发动机的研发骨干。

2003 年杨利伟实现国人飞天夙愿时，还在上初中

的王浩泽万万想不到，自己将来也会在全国人民的期

待中飞向太空。随着命运之手的步步指引，当国家选

拔第三批航天员的通知到达单位，王浩泽发现自己符

合报名条件，踊跃报了名。

“这个职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高不可攀，但我还是

想试一试，哪怕落选，也是荣耀。”她想。

王浩泽选上了。看到那些曾经只出现在电视镜头

里的航天英雄就在眼前，想到从今以后就能跟他们一

起并肩奋斗，她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航天员只有两种状态——飞行和准备飞行。在航

天员大队，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时刻准备着飞向太

空。不管是飞过一次还是多次，他们载誉归来后便迅

速清零，重新投入新一轮的学习和训练中。身处这个

群体，王浩泽既感受到团队的关爱，也承受着英雄榜样

们带来的压力。她在学习训练中不让须眉，成为大家

公认的“拼命三娘”。

在出舱程序训练中，她穿着 100多公斤重的舱外航

天服，为一个将软管接头插入腰际插孔的动作，找教员

一遍遍加练；在 48小时沙漠野外生存训练中，她既感受

到沙漠温差几十摄氏度的残酷，又领略到躺在伞布上

看星空的浪漫；在 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中，

她和队友关在“小黑屋”里，奋力挑战生理极限，团结协

作熬过三天三夜；在海上训练中，她面对直升机掀起的

风浪，体会耳朵根被浪花像刀一样割着的感觉，直呼

“海上吊救比陆上刺激一百倍”……

凭着努力、乐观和一腔热血，王浩泽在一次次训练

中锻造着飞天翅膀。如今，她对太空之旅充满信心和

期待：“我将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和队友们

一起，精准工作，快乐生活，让每一个日出日落都成为

宇宙精彩的记忆。”

蔡旭哲同志简历

蔡旭哲，男，汉族，籍贯河北深州，硕士学位。1976

年 5月出生，1995年 9月入伍，1998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陆军

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副大队长，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

批航天员，2022 年 6 月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2023年 3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

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

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宋令东同志简历

宋令东，男，汉族，籍贯山东曹县，学士学位。1990年

8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校

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队中队长，被评为空

军一级飞行员。2020年 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王浩泽同志简历

王浩泽，女，满族，籍贯河北滦平，硕士学位。1990

年 3 月出生，2021 年 1 月入伍，200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

军中校军衔。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

程师。2020 年 9 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

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 龙 马 乘 组 ”整 装 出 征

◎占 康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朱 丽

10月 22日下午，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在垂直转运中。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

庹炼 张振乾）近日，第四届全国油菜生

物 学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举

行。50 多家油菜科研单位的 400 余名

专家学者参会。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影响我国

油菜产业发展的渍害、干旱、冻害等非

生物胁迫和菌核病防治，从分子育种、

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机理研究上展开

了深入讨论，从提高含油量、优化养分

利用等方面为我国油菜的高产高效生

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解决途径。

湖南农业大学油菜团队是我国油菜

科研的重要力量。会上，该团队全方位

展示了其在基因组学研究、分子育种、栽

培技术等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据介

绍，近年来，该团队先后建立了油菜“冬

发”栽培理论和技术体系、油菜化学杀雄

杂交制种技术体系、油菜“机播机收，适

度管理”栽培技术体系和芥甘种间杂交

分子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培育了我国第

一个转Bt毒蛋白基因油菜新品系T5，绘

制完成我国第一张油菜分子标记连锁

图，获得了我国第一个高油酸油菜新品

种“高油酸1号”保护权，创制了世界上含

油量最高的纯黄高油新种质“黄矮早”。

截至目前，该团队依托新种质育成油菜

新品种50余个，累计推广近3亿亩。

第四届全国油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日前

从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被誉为“中国重载第一路”的大秦铁路

秋季集中修圆满结束，较原计划提前两

天完成施工任务。

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

秦皇岛，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载大通

道，年运送煤炭 4 亿多吨，用户群辐射

26 个省（区、市），覆盖 300 多家电厂和

6000多家厂矿企业。

为保障冬煤运输期间设备性能良

好，大秦铁路自 10月 7日起每天全线停

运 3 小时，进行全方位、立体式集中施

工，累计完成更换钢轨 117.9 公里、清筛

道床 93.9 公里、更换轨枕 1.6 万根，完成

对电缆、光缆进行更新升级等任务，并

重点对 47 座桥梁进行道砟更换、对 11

座桥梁进行道心拨正、对 23座隧道进行

集中整治，确保长时间高位运行后的铁

路设施设备恢复良好状态，运输和安全

保障力得到大幅提升。

为提高施工效率，中国铁路太原

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统筹人力、物力、

机力，精心制定施工计划，动态掌握施

工进度，科学调整施工方案，为尽早恢

复运力，保障供暖季用煤需求夯实了

基础。

集中修施工期间，大秦铁路日均运

量超过 100 万吨。施工结束后，每日运

输能力将迅速恢复至 120 万吨以上，全

力保障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需求。

大 秦 铁 路 秋 季 集 中 修 施 工 提 前 完 成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中核四

0四有限公司第二届胡杨论坛近日在甘

肃省嘉峪关市举办。

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瞿定荣在论坛上表示，公司将持

续以战略需求为导向，发挥核产业基

础比较优势，强化原创性、引领性核科

技攻关，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

人”作用，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的理念，联合产业链各界力量，推动核

领域对话交流，持续提高“整体·协同”

创新水平，形成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

生动局面。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吴

志强介绍，第二届胡杨论坛的召开，为

企业和地方事业单位搭建了一个高效、

开放的交流合作平台。

论坛上，中国核工业教育学会理事

长王安民说，做好核工业人才培养工

作，要发挥领军人才引领示范作用，带

动高技术技能人才整体发展，促进新质

生产力蓬勃发展，提升我国核产业的完

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本次论坛由中国核学会、中国核工

业教育学会、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甘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中核四 0 四有

限公司、甘肃省核学会、嘉峪关市政府、

金塔县政府、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主办。

中 核 四 0 四 第 二 届 胡 杨 论 坛 开 幕

科技日报西宁10月29日电（记者

张蕴 通讯员喇小青 沈仪）青藏高原也

能产“海鲜”。29日，记者在青海胜源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一尾尾罗氏沼虾

在温室大棚内自由游弋。“我们经过一年

多的精心试验，成功养殖了近 20万尾罗

氏沼虾，填补了青海省沼虾养殖市场的

空白。”该公司产业园负责人马彦鹏说。

罗氏沼虾以肥美的体态和鲜美的

肉质闻名，被誉为“淡水虾王”。不过，

青海人民群众要想在家门口品尝到这

种海鲜并非易事。对此，2023 年 8 月，

马彦鹏踏上了罗氏沼虾的试养之路。

“水温不合适、氧气供应不足是最大

的挑战，这会导致罗氏沼虾大量死亡。”马

彦鹏回忆，一年来，他不断调整养殖方法，

通过不断加大加热管、投入增氧机设备等

方式，历经10余次失败后，试养取得成功。

今年 9 月底，马彦鹏发现虾苗萎靡

不振，他觉得可能是增氧机动力不足所

致。国网西宁供电公司派专员来到养殖

基地，对增氧机、温控设备、抽水泵等关

键用电设备细致排查，发现养殖场用电

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增氧机动力不

足。经过调试，增氧机很快恢复正常，虾

苗又活蹦乱跳起来。马彦鹏向记者介

绍，企业还计划引入一套循环水过滤系

统，包括微滤池、生化池以及紫外线杀菌

装置，为罗氏沼虾规模化养殖做准备。

“这套循环水过滤系统加装完成

后，能够精确调控 pH 值，高效过滤粪便

等杂质，还能对水质进行精细化管理，

养殖效果肯定越来越好。”马彦鹏对罗

氏沼虾规模化养殖充满信心。

罗 氏 沼 虾 在 青 藏 高 原 养 殖 成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