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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 12 月 4日电

12月4日20时09分，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

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

哲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19时20分，北京航天

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

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

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

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

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

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

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

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

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于

2022年6月5日从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

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

航天员在轨驻留6个月期间，先

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

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

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

术试验，在轨迎接2个空间站舱

段、1艘载人飞船、1艘货运飞船

的来访，与地面配合完成了中

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

建造，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首

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证了货

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

的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

刻，并利用任务间隙，进行了1

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以及

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和

文化传播活动。

陈冬成为中国首个在轨驻

留时间超过200天的航天员。

据新华社酒泉 12 月 4日电

12月4日20时09分，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着

陆。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冬季

夜间返回东风着陆场。

东风着陆场位于我国巴丹吉

林沙漠腹地，冬季冷空气势力强。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预报团

队统计，近20年内，着陆场同期夜

间极端温度接近零下26摄氏度。

面临低温、暗夜双重考验，载

人航天工程各系统合力以最可靠、

最安全、最温暖的方式迎接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凯旋。

低温主要影响设备适应性与

人员保暖。“我们对所有野外工作

设备都进行了抗低温防护，车辆加

装了低温启动装置、通信设备配足

了备用电池、着陆现场临时搭建场

所均按8小时供暖配齐电力保障

设施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高

级工程师、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

统副总设计师卞韩城说，针对低温

环境，着陆场对物资器材进行了充

分准备。

在航天员保障方面，中国航天

员中心神舟十四号任务着陆场试

验队责任总师徐冲表示，这次搜救

回收任务优化了医监医保工作流

程，减少航天员舱外暴露时间，让

航天员可以及时进入温暖、明亮的

医监医保载体。

与夜间条件相伴而来的，是搜

索困难、驾驶危险等问题。关于夜

间搜救回收工作的开展，这次任务

呈现出3个特点。

一是持续进行技术升级。卞

韩城介绍，东风着陆场基于我国北

斗导航系统应用，优选天基、空基、

地基弹道测量数据送往搜救直升

机，建设了天空地一体化搜索引导

体系；运用共口径、长焦距、柱型直

升机光电吊舱和具有微光、红外功

能的小微型光学设备，有效提升夜

间搜索发现返回舱的能力。

二是充分熟悉搜救环境。空

中搜救分队由具有丰富夜航经验

的飞行员组成，事先对着陆区内各

种地形地貌、危险物进行了标记，

突破直升机夜间在戈壁软沙区降

落的关键技术。地面搜救分队对

着陆区进行了地毯式勘察，详细记

录了车辆易通行轨迹，为夜间车辆

快速机动做好准备。

三是预先做好风险控制。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回收试

验队总体技术负责人彭华康表示，

这次飞船返回仍采用5圈快速返

回模式，根据返回再入飞行运动规

律确定着陆时间后，提前组织回收

试验队围绕返回过程故障、着陆环

境异常、处置工序故障等故障模

式，准备近20种处置预案，并进行

多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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