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九和天宫一号飞行速度每
小时超过上万公里，重量在8吨到9
吨，对接时要求接近的相对速度是
0.2米／秒，角度偏差1°之内，横向
偏差在0.2米到0.3米。”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副主任白延强说，这
就要求在对接过程中，严格控制高
速飞行器的误差。

“对接得很漂亮，精度很高，对
接时间也很快，不到7分钟，而自动
对接时大概用了10分钟左右。节省
的这3分多钟， 就是人脑和电脑相
比，人所具有的固有优势。”航天员
系统总体室主任刘伟波说。

“手控交会对接有一个形象的
比喻：‘太空穿针’， 对航天员眼手
协调性、操作精细性和心理稳定性
要求极高。针对这个动作，航天员
在地面模拟训练了1500多次。”刘
伟波说。

成功背后

刘旺曾模拟对接15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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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15分，“蛟龙”号成功下潜到7020米的深度；12时55分，天宫神九准
确完成“太空之吻”。24日，相隔不到4个小时的两项壮举，令无数人为之振
奋。在达到最大深度时，3名潜航员在海底向神九航天员发出问候。17时41

分，神九航天员也向创造载人深潜新纪录的潜航员表示祝贺和问候。
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的双双成功，显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雄心，令世界瞩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4日实现新突破，神
舟九号航天员成功驾驶飞船与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对接。“可以说又打了一个十环。”
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说。

这一操作是由43岁航天员刘旺实施的。
12时38分， 他开始手动控制飞船的姿态、速
度和方向， 使神舟九号从140米外向天宫一
号缓缓接近。

对接是在阳照区进行的。北京飞控中心
的实时画面中， 神舟九号散发着金属色光
芒，以倒飞姿态靠拢天宫。在140米停泊点，
飞船进行45分钟左右的休整，准备工作紧密
有序地进行：

飞船推出对接机构，故友重逢般向天宫
伸出“双手”。 刘旺轻轻操纵座椅两侧手柄
进行测试 。

12时42分，飞船再次启程。此时，神舟九
号已从自动控制状态转为手动控制，也就是
说，它的每一步都将由航天员亲手操纵。

20米、10米、5米……天宫一号的视线
中，飞船已近在眼前。

12时48分，神舟九号的对接环捕捉到天
宫一号。它们像轻轻相触的两只飞鸟，以轻
盈的身姿掠过青海上空，继续逐日而行。

当飞翔的轨迹如渭水般穿过甘肃与陕
西的土地，两个飞行器上12把对接锁准确启
动———12时55分，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紧紧
相牵，对接成功！

3位航天员手拉手高举过头顶， 向地面
致意。北京飞控中心参观席上，曾在4年前与
景海鹏共同出征太空的刘伯明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24日16时许，3位航天员再次进入天宫
一号，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根据计划，4天后
的飞船撤离同样以航天员手控方式进行。

“太空打靶”刘旺命中10环
天上

24日17时41分，顺利完成手控
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九号航天员
景海鹏、刘旺、刘洋，向创造了中国
载人深潜7000米新纪录的3位潜航
员表示祝贺和问候。

景海鹏代表神舟九号飞行乘
组说：“今天，在我们顺利完成手控
交会对接任务的时候，喜闻蛟龙号
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向叶

聪、刘开周、杨波3位潜航员致以崇
高的敬意，祝愿中国载人深潜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祝愿我们的祖
国繁荣昌盛！”

此前，“蛟龙”号潜航员在海底
向神舟九号送上祝福：“祝愿景海
鹏、刘旺、刘洋三位航天员与天宫
一号对接顺利！ 祝愿我国载人航
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航天员与潜航员互致祝福

蛟龙号深潜7020米 可抵99%海洋区
6月24日，中国“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在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
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
最新纪录， 首次突破7000米，达
7020米，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的历
史纪录，这也是世界同类型的载人
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据央视报道，“蛟龙”号载人深
潜7020米成功后， 目前已顺利回
收，3位潜航员叶聪、杨波、刘开周
平安出舱。

在“蛟龙”号诞生之前，世界上只
有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四个国家
拥有载人深潜器。这些国家的深潜器

最大工作深度为6500米，
而“蛟龙”号的最大
工作设计深度为
7000米，具备深海
探矿、海底高精度
地形测量、可疑物
探测与捕获、深海
生物考察等
功能，理论上
它的工作范
围可覆盖
全球99.8%
的海洋区
域。

官方数字

在美国、俄罗斯成功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试验40多年之后， 中国完整掌握了空间交
会对接技术。“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是交会
对接的两种手段，互为备份，缺一不可。”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启动20年以来， 先后完整掌握了天
地往返、 出舱活动和交会对接三大基本技
术，拥有了建设空间站的基本能力。

意义

我国拥有建空间站基本能力

140米停泊点转入手控对接

电视屏幕截取的画面显示， 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正在实行手控
交会对接。 新华社 图

对话

海底

▲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武平24日公布， 从1992年开始实施
载人航天工程，在完成第一步任务，
也就是完成神舟六号任务以后，经
费一共花了200亿元人民币。全部完
成交会对接任务， 也就是到明年完
成神舟十号的任务，从预算上来讲，
应该也是不到200亿人民币， 约190
亿元人民币左右。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经费约390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

中国航天共花390亿

12时55分，刘旺轻驾神九会天宫
9时15分，蛟龙号下潜7020米深海

飞天入海新纪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