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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
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5月 30日 9
时 31 分发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景海鹏、航天飞
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家桂海潮 3 名航
天员组成。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这
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也是我国航天员队伍“新成员”——航天飞
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秀”。

神舟十六号乘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
用与发展阶段迎来的首个飞行乘组，首次
包含了“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
荷专家”3种航天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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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9 日
上午介绍，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由 1名首批
航天员和 2名第三批航天员组成，其中第三
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也是航天飞
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飞行。航天员景
海鹏是第四次执行飞行任务，也将成为中国
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林西强表示，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
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来自航天员大队，主
要负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
关技术试验。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主要负责空间科学
实验载荷的在轨操作，在科学、航天工程等
领域受过专业训练且具有丰富操作经验。

自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 2022 年 6 月确

定以来，3 名航天员全面开展了 8 大类 200
余项任务强化训练及准备。面向工程新阶
段更大规模的在轨应用任务，他们重点加
强了空间试（实）验项目、空间站组合体管
理和载荷出舱等训练。首次执行任务的 2
名第三批航天员，在乘组共同训练基础上，
通过加强重点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了操
作和适应能力。目前，3 名航天员均为执行
任务做好了全面准备。

林西强介绍，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
程今年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任务主
要目的为：完成与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轮
换，驻留约 5 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载
荷在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

货物气闸舱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及空
间站维护维修等任务。

飞行任务期间，神舟十六号乘组将迎
来 2 次对接和撤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再对接
和撤离以及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将
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舱外相机抬升等平
台照料工作；将完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
装置、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等
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按计划开展多领域
大规模在轨实（试）验，有望在新奇量子现
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频系统、广义相对论
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
科学成果；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
动，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课堂。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集体亮相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今日9时31分发射 景海鹏四次飞天创纪录

5 月 29 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宣
布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计划于明天发射。
神舟十六号乘组三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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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
布会上介绍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的有关情况，并回应了热点关切。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
首次登陆月球

林西强表示，近期，我国载人月球探
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
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突破掌
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
合探测等关键技术，完成“登、巡、采、研、
回”等多重任务，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
球探测能力。

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已
全面部署开展各项研制建设工作，包括
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
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
飞行产品，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
施设备等。

神舟十五号乘组即将返回
创出舱次数最多等多项纪录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即 将 返 回 地 球 ，目 前 在 轨 工 作 生 活 181
天，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利，已圆满完成
4 次出舱活动任务，成为执行出舱任务次
数最多的乘组。

2022 年 11 月 29 日，神舟十五号飞船
发射入轨。林西强说，除圆满完成 4 次出
舱活动任务外，神舟十五号乘组还开展了
多次载荷出舱任务、8 项人因工程技术研
究、28 项航天医学实验，以及 38 项空间科
学实（试）验，涵盖了生命生态、材料科学、
流体力学等，获取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目前，他们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神舟
十六号乘组进驻和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林西强表示，神十五
乘组返回前，他们需要持续开展部分空间
科学在轨实（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
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待神
舟十六号乘组进驻，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
接和轮换后返回地面。

中国第三批航天员均具备
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能力和
条件

林西强介绍，经过两年多的刻苦训
练，目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已完成既定的
训练内容，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均具备执
行飞行任务的能力和条件。

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已于 2020 年 9 月
完成选拔，包括 7名航天驾驶员、7名飞行
工程师、4名载荷专家。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人’入选飞
行乘组，接续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
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的中
坚力量。”林西强说。

我国计划于年底前完成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

林西强说，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
任务需要，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
于 2022 年全面启动，按照初选、复选、定
选三个阶段组织实施，计划选拔 12 至 14
名预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航天飞
行工程师、载荷专家等三类，并首次在港
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截至今年 3 月，已
完成初选阶段选拔工作，共有 100 多名候
选对象进入复选阶段，其中航天驾驶员来

自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航天飞行工程
师和载荷专家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和高等
院校，特别是有 10 余名来自香港和澳门
地区的候选对象进入复选。

“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
作。”林西强说，如果港澳地区的候选对象
通过复选和定选，可于明年初进入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

中国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
空间站基本构型升级为“十”字
构型

林西强介绍，我国将充分利用空间站
目前已配置的舱内实验柜和舱外载荷，以
及巡天空间望远镜等设施设备，滚动实施
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
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
应用等 4 个专业领域近千项科学研究与
应用项目，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
与技术试验，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空间应
用、空间技术全面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近地轨道综合能
力和技术水平，我国将统筹载人月球探测
任务，研制可重复使用的新一代近地载人
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近地载人飞船；为进一
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
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将适时发射扩展舱
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字构型升级为

‘十’字构型。”林西强说。
目前，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

段，航天员将长期连续驻留空间站，通常每
年进行2次乘组轮换、1~2次物资补给。

中国欢迎国外航天员参加
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十分期待并欢迎国外航天员参加中
国空间站飞行任务。”林西强说。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转入为期10年以
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拥有完备的近地载
人空间站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成熟
的航天员选拔训练和保障体系，载人飞行
任务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常态化实施。

林西强介绍说，在中国空间站建造建
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航天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
流合作。一方面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已
有的，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等机构
间的国际合作项目，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
开展实验。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与新兴航天
国家的合作交流，重点在空间站科学实验
与应用、中外航天员联合参与中国空间站
飞行任务等方向。此外，还积极参与空间环
境治理、太空交通管理、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等国际议题讨论和规则制定，为人类在外
空领域应对共同挑战作出贡献。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乘组任务有6大类 在轨工作
安排趋常态化

林西强表示，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
发展阶段，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
补给任务，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
态化，主要有 6大类任务。

一是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返回，
辅助货运飞船、巡天望远镜等来访飞行器
对接和撤离，确保人员物资正常轮换补给。

二是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包
括飞行器状态设置、在轨物资管理、平台设
备维护巡检、舱内外设备安装、载荷进出舱
等工作，确保空间站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三是乘组自身健康管理，包括健康状
态监测、在轨锻炼训练等，确保航天员在
轨健康工作生活。

四是进行在轨实（试）验，利用空间站
舱内外应用设施开展大规模科学研究与
应用，确保发挥空间站应用效益。

五是开展科普及公益活动，包括天宫
课堂太空授课、公益视频拍摄等，最大化
发挥空间站综合效益。

六是进行异常情况处置，包括在轨故
障的应急处置，对故障设备进行在轨维修
更换，必要时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维修
作业，确保空间站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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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5 月 22 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与长征二号 F 遥十六运载火箭组
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