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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7时38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
发射升空。在总装驻洛某部测绘导航队
俱乐部的电视机前,众多官兵欢呼雀跃、
热泪盈眶，因为神十发射成功的背后，凝
结了他们的许多心血和汗水……

2012 年 5 月，总装驻洛某部测绘导
航队的 5 名作业人员历时 23 天，圆满完
成了某航天测控站水准测量任务，该测控
站将为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和回收
担负起重要测控任务。

此次测量任务的测区为喀斯特地貌，
山体陡峭、植被茂密、人迹罕至，与以往执
行的测量任务完全不同，无现成经验可供
参考，测量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时刻冒着滑下山崖的危险，一边拿着
镰刀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一边在陡峭的崖
壁上展开测量，一米一米将水准路线推上
了四座山顶，创造了在悬崖陡壁水准测量
的奇迹，达到了一等水准测量精度。

2012年7月至12月，为保障神舟十
号载人飞船相关测控设备测绘保障任务
的圆满完成，测绘导航队的官兵打起了一
场大区域、长时间的硬仗。在连续150天
的任务中，他们有20多天是在火车、汽车
上度过的。

测绘导航队组建至今，先后有20多
人因任务繁忙推迟婚期，11 名同志在孩

子出生时还工作在一线，3名同志在父母
病逝时还在工作现场……

今年3月，测绘导航队工程师冯军营
带队远赴三亚执行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
射测量保障任务。他们白天在烈日下一
测就是一天，晚上来不及脱下湿了干、干
了又湿的衣服，就开始计算外业数据、给
仪器充电、准备次日的测量设备。

就这样，他们先后完成 10 余个方位
标和多台设备的测量工作，以坚定的测绘
信念和执着的精准追求，圆满完成了任务。

今年5月，刚从三亚回来的冯军营来不
及休息，就带队赶往黑龙江某航天测控站执
行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测量保障任务。
测量官兵争分夺秒，20 多天内先后为多
台设备几十个方位标提供了精确的测量
数据，确保了测量任务的顺利完成。

这是一个光荣的集体，曾出色地完成
神舟系列飞船、嫦娥一号等测绘保障任
务，如今又完成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的大
地、天文测量任务。

该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1次，集体
二等功3次，集体三等功3次，连续12年
被基地评为先进基层单位标兵，连续 10
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本报记者 陈占举 通讯员 史线龙/文
通讯员 邱利庆 孙小鹏/图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龙舟神舟竞渡，艾香
粽香传情。12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正驾乘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3名航天员，在太空度
过了一个特殊的节日。

12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
控大厅的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内的情景。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神舟十
号航天员向全国人民、全球华人致以节日祝福，祝大家
端午节快乐！”13时，3名航天员共同举起一块写着“端
午节快乐”的字板，通过摄像机镜头送出问候。（上图）

神舟十号航天员
太空送来端午祝福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11日电（记者 郭爽）世界
第一位在太空授课的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11日接
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期待通过互联网聆听中
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的太空授课。

现年33岁的女航天员王亚平将在中国首个目标
飞行器天宫一号上为青少年授课，讲授失重环境中的
物理现象等，成为中国首位“太空教师”。摩根对记者
说：“我为她感到高兴，请转达我对她的问候和祝贺，并
转达对全体乘组人员的祝贺。”

太空科普课是中国神舟十号各项任务中的一大看
点。摩根对此评价说，“这太棒了，教育太重要，太空探
索太重要，我非常期待能看到她授课，希望这一课程能
通过互联网全程播放，好让全世界都看到”。

“我知道（王亚平）一定会非常出色地完成这项任
务，学生们正热切盼望着这次太空授课，正如我一样。”
摩根说，“真希望你能看到我此刻的笑脸，我真的非常
高兴，也很激动。”

首位“太空教师”
期待王亚平太空授课

神十飞天，有洛阳测绘兵“护航”

长征火箭顶端有一个好似避雷针的
逃逸塔，火箭起飞时，如果出现了严重威
胁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逃逸塔
上的逃逸发动机就会点火起飞，将逃逸
塔与火箭分离，推动飞船安全降落地面。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1986
年涉足航天高科技领域。从神一到神十
的神舟系列飞船中，保证宇航员危急时
刻逃生的逃逸舱及逃逸火箭发动机壳体
等部件所用锻件都由该公司制造。国内
目前能生产这种航天锻件的，仅有中信
重工一家。

一位80后的飞天情结
走进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荣

誉室，大量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的荣
誉证书和奖状映入眼帘。其中，来自中国
航天第四设计院的奖状这样写道：“中信
重工成功制造神舟五号逃逸舱锻件，为
国家航天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颁发的证书上写着：“贵单位为
我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飞船和
运载火箭研制配套做出了贡献……”

中信重工是一家承担军工配套任务
的国有老企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
于国家航空航天工程高端部件研发及配
套件的生产。

火箭逃逸发动机的形状非常不规
则，结构异常复杂，用来锻造发动机壳体

的材料是特殊材料，制作难度很大。在
接到为载人航天工程研发关键配件的任
务后，中信重工挑选了最精干的科研人
员，成立了专门的攻关小组。经过长时
间的自主研发和技术攻关，最终拿出了
过硬的航天锻件产品。

今年32岁的赵利锋，是中信重工铸
锻研究所的一名工程师。

2005年，是赵利锋参加工作的第二
年。作为技术人员，他被安排去生产车
间进行现场指导。刚站到设备前，他就
大汗淋漓。“当时是第一次参与做军品，
深感责任重大，就觉得万一做不好，根本
没法交差。”赵利锋说。

从那以后，每完成一项设计，赵利锋
都有一种成就感。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参
与研制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就连他的
家人都不知道他每天的具体工作是什
么，“亲戚朋友问起来，我就直接说做的
是保密工作”。

由于整个工艺流程涉及保密，在工
作很长一段时间后，赵利锋才知道自己
参与了如此神圣的任务。

“得知自己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
砖加瓦后，干劲更足了，没想别的，就是
觉得既然干上了这个神圣的工作，就要
尽全力把它干出色。”这是这个年轻人最
朴实的想法。

如今，赵利锋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

的工程师，每次到生产一线，他都提前对
生产设备进行检查，并对生产中可能出
现的情况做出准确预判。

“我非常荣幸，我是公司攻关小组的
一员。”采访中赵利锋说，逃逸舱锻件的
研究设计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整个
团队的功劳。

“我们这些 80 后的年轻人，大多数
人的飞天梦想是从《西游记》开始的。那
时候觉得孙悟空一个筋斗就能翻十万八
千里，多么神奇、多么威风！从那时起，我
就幻想自己能有一天翱翔太空。每次在
电视上看到神舟系列飞船发射，我都很激
动，因为这不仅圆了国人的千年飞天梦，
也圆了扎根在我心中的飞天梦。”

要为载人航天立新功
在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目前世界

上最大、最先进、被誉为“全球第一锤”的
18500 吨自由锻造油压机，自在中信重
工“服役”以来，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电
力、石化、冶金、矿山等领域对大型锻件
需求的燃眉之急，也为载人航天工程关
键锻件的锻造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信重工军品部副主任段玉震说，
下一步，公司将一如既往，继续拓宽创新
领域，不断满足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产
品的研发与设计需求，创造民族装备制
造业的新辉煌。

(上接02版)第二大关键节点的第一次近
月制动和第三大关键节点的机动变轨过
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卫星的姿态控制。

“卫星在失重的环境下飞行，如果不
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它就会乱翻跟头。这
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卫星都有自
己特定的任务，它的飞行姿态都有一定的
要求。”杨虎说，比如，通信卫星需要它的
天线始终对准地面，对地观测卫星则要求
它的观测仪器窗口始终对准地面，如果它
来回翻滚，怎么还能正常工作？因此，卫
星姿态控制是卫星制造中最核心、最重要
的关键技术，其技术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
家航天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姿态控制是制动和变轨技术中最关键
的一环，其过程主要由卫星的姿态控制系
统完成，而姿态控制系统又包括星敏感器、
陀螺、太阳敏感器、喷气机构、反作用飞轮。

其中，陀螺主要起着卫星位置、方向
传感器的作用，用来向地面传递卫星姿
态、方位、速度等信息，被形象地称为卫星
上的“超级指南针”；反作用飞轮主要担负
调整卫星姿态的作用，被称为卫星上的

“方向盘”。
当卫星需要制动的时候，陀螺首先把

卫星的位置速度信息反馈给地面控制中
心，控制中心根据卫星的位置信息，向反作
用飞轮发出指令，飞轮再把卫星位置调整

到合适方位，使喷气机构对准合适的方向，
启动喷气机构，从而完成卫星的制动和变
轨操作。其中，陀螺上的高速陀螺电机轴
承和反作用飞轮也是由杨虎他们研制的。

在研制过程中，杨虎和其他工作人员
把一箱箱方便面抱到单位，双休日不休
息，没日没夜地做试验。这个曾在洛阳市
青少年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年轻
人，舍弃自己的兴趣爱好，用实际行动助
推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

刚柔并济促研发
市第十一届运动会中国象棋亚军获

得者孙北奇，也是这支团队里的一员。

32 岁的孙北奇说，他们这支科研队
伍虽然天天与科研数据打交道，难免带一
些刚性色彩，但是从日常管理上来看，又
有柔情的一面。

为了加强交流，提高设计质量，他们
定期召开“诸葛亮会”，集思广益，令许多
问题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下迎刃而解。通
过交流，他们营造了浓厚的学知识、重技
术、讲创造的良好氛围，保证了整个团队
的战斗力。

平时，他们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
还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
在公司的象棋比赛、排球比赛中，团队的
人员总能各显身手，抱奖而归。

■关键词三：

逃逸塔专用锻件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1986年涉足航天高科技领域。从神

一到神十的神舟系列飞船中，保证宇航员危急时刻逃生的逃逸舱及逃逸
火箭发动机壳体等部件所用锻件都由该公司制造。

日前，工信部授予洛阳“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军民结合）”称号，我
市是河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作为“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老
工业基地，同时也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
的重要生产基地，这块金字招牌是对洛
阳的最高褒奖。

市工信局国防工业综合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洛阳着力推动军工行业由
比较单一的军品结构，向军民品复合结

构转变，持续推进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
快速融合发展，形成了军民结合、寓军于
民的良好发展格局。

其中，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的“脊梁”、重大装
备的“摇篮”；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
成为我国国防工业系统唯一从事舰船材
料研制及应用工艺研究的军工单位；中
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科研、
生产、经营一体化的空空导弹武器系统

研制单位；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誉为中国“电子元件领军厂商”；洛阳
LYC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是国内
轴承产品尺寸最广、用途覆盖面最宽、品
种最齐全的生产基地。

这些企业和科研院所承担了部分国
家“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每年
都有大批科研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在载
人航天、潜水器、三峡工程、西气东输、青
藏铁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场馆

等国家重大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中航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为神

舟系列飞船研制的捷联式全姿态测量仪，
能够准确测量神舟系列飞船返回时1万米
高度以下在加速度状态下的落地姿势，可
以完整准确地记录返回舱返回地面过程
中的姿态、角速率和加速度等数据，为飞
船返回舱的可靠运行提供了保障；中航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了神舟系列飞
船上使用的电连接器。 （志伟）

上 图 2013
年4月，贵州测量
现场

左图 2012年
12 月，上海测量
现场

赵利锋（左一）正在和同事研究改进高
强度钢锻件加工工艺

神十飞天，“洛阳制造”再给力
为何此次称为应用性？

神舟十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首次应用性太空飞行拉开序幕。在神十之前，中国
已经四次成功将人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为什么到
第五次才被称为“应用性”，此前都算“实验性”呢？

“成功不等于成熟，成熟不等于可靠。”航天科技八
院退休老专家陶建中说，“刚开始的成功只能叫突破，
而经过四次载人飞行之后，证明我们的交会对接技术
已经成熟。”

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国载人飞行的时间间隔也越
来越短，这正显示了我国航天技术的日趋成熟。

技术成熟，生产工艺稳定之后，很多设备就可以量
产，飞船研制成本下来了，质量上去了，研制周期也相应
缩短。同时随着测试流程的优化，飞船测试效率更高。

航天科技八院805所专家举例说：“神七之前，我
们每次在酒泉基地一待就是3个多月，到了神八、神九
时，两个月就能完成任务。因为技术的成熟带动了效
率的提高。

当载人飞行不再成为问题时，就可以做更多的
事。“这次飞行主要以科学试验为主”，据陶建中介绍，
本次神舟十号共承担30余项科学试验，是神舟九号的
两倍还多，主要包括航天器技术、航天医学和公益活动
等。

不可复制的太空环境，使得这些试验机会更显珍
贵。陶建中说：“这些科学试验，可以促成我国北斗卫
星、海洋卫星的早日成功。这也是神十发射成功的重
要意义。”

从科研到民用有多久？
对于许多公众而言，载人飞船上天或许只是一项

伟大的科学试验，而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不过，这
些技术将会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以计算机为例，这
种20世纪90年代开始深刻改变世界的机器，最初只是
美国军方所用。这就是高科技的“溢出效应”。

那么，神十上的哪些技术可能改变未来的生活呢？
以其太阳能电池翼为例，据陶建中介绍，神十的太

阳能电池转化效率在26%左右，这在世界上是处于领
先水平的。如果该技术能够继续研究，并进一步降低
成本，那么这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针对航空器的严格要求，我国也开发了许多尖端
润滑油产品，随后这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等
民用领域，以满足车辆、设备越来越苛刻的润滑要求。

此外，因为载人飞船对材料的要求很高，所以在研
究中开发了许多新材料、新技术。中国航天系统科学
与工程研究院院长王崑声曾表示，我国近年来开发使
用的1100多种新材料中，80%左右是在航天技术的牵
引下研制完成的。

（据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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