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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 保持飞机稳定

判 判断周边情况

收 视线收回座舱

报 通报观察信息

落 后段快速落地

全程耗时约7.5小时

飞船绕地球飞行5圈后

启动返回程序

5圈快速返回方案

4段5步搜救回收战法

4段法 调整段 + 进入段 + 下滑段 + 平飞段

5步法

神十八航天员今日凌晨平安回家
创造中国航天员“太空出差”时长新纪录

11月4日1时24分，神舟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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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光富、李聪、李
广苏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时15分，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全部安全顺利出
舱，健康状态良好。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至此，“80后”乘组太
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叶光富重返“天宫”的圆梦征程完美
收官，刷新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纪录，成为我国首位累
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航天员。航天员李聪、李广苏的首飞
之旅圆满完成。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于2024年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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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天，其间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
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
装置安装和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设备安装、
调试、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为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进一
步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同时，还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
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
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暗夜条件完成搜救任务是最大挑战

这是东风着陆场搜救力量执行的第 7 次航天员搜救任
务，也是第11次航天器搜索回收任务。

以往在每一次神舟飞船返回舱落地的时候，最先赶到现
场的一般都是空中分队。本次神舟十八号搜索回收任务是在
夜间进行，11月1日凌晨时分的东风着陆场，四周一片漆黑，
怎样才能在暗夜条件下顺利完成任务，是空中分队面临的最
大挑战。任务前夕，空中分队都会进行认真细致的准备，1比
1全系统综合演练也会至少进行两次。

凌晨4时许，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结束，搜索回收空
中分队演练任务圆满完成。飞行员们虽然疲惫，但是精神状态
依然饱满，其实他们的任务从前一天下午4时左右就开始了。

卫国是神舟十八号搜索回收空中分队通信机机长，有丰
富的驾驶及搜救任务经验，虽然他已经执行过十次神舟飞船
的搜救回收任务，但是在暗夜条件下飞行，只有两次任务经
验，所以对他来说，这次任务也会有诸多挑战。

除了暗夜，东风着陆场复杂的地形地貌、多变的气象条件
和风沙，都给空中分队的保障、维护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带来了
一定困难。

卫国说：“这个地方属于大戈壁，沙石比较多，灰尘比较
大，飞机在着陆过程中，座舱里边的机长、副驾驶，包括空中机
械师以及后舱领航员，还有安全员，5个人要共同配合，每个
人要报自己的数据，比如报高度、剩余距离、地速，还有目测。
如果你发现了，你要第一时间说，每个人都要有口令的，一直
保持飞机稳定的下滑线，直至飞机到后、落地。”

飞行40分钟左右，空中分队抵达补给点，进行人员物资
搭载。由于执行任务的时间是在凌晨，飞行员要利用间隙时
间好好休息，而此时却是空中机械师的工作时间。因为搜救
回收区域风沙很大，直升机起飞和降落时，瞬间扬起的飞沙走
石会对机体表面、发动机进气道以及旋翼尾桨等重要部位造
成一定程度的磨损，机械师要及时进行检查和维护，将风沙对
直升机的影响降到最低。

休整时间结束，凌晨时分，执行搜救回收任务的五架直升
机再次起飞，前往各待命点。在无月光的暗夜，飞行员们目视
飞行难度增大，飞行员对地标、障碍物的辨识度降低，需要依
靠仪表和照明系统辅助。

为了应对这次暗夜任务，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分队在每
架直升机上都配备了一名领航员。

长时间处于黑暗环境中，人的生理节律会受到影响，而且视
觉在从机舱内明亮仪表到舱外黑暗环境转换时，可能出现错觉，
例如误判高度和距离。对空中领航员而言，夜间领航压力增大，
更加需要依赖设备和自身能力，而且要长时间保持高度警惕。

结合此前经验总结4段5步搜救回收战法

凌晨1时，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空中分队演练继续，在通
报两次落点预报后，5架直升机迅速抵达各待命点，等待航天
员们回家。演练中，搜救回收空中分队还结合此前经验，总结
出了4段5步搜救回收战法。

这十几分钟是最紧张的时刻，模拟信标机一开机，直升机
就开始搜索信标信号，返回舱离开黑障区后，五架直升机会接
到第三次落点预报，然后根据预报落点适时调整待命位置，在
几分钟之内，返回舱就会打开降落伞，抛掉防热大底，空中分
队随之进行收拢飞行。返回舱着陆的同时，空中分队就到达
了着陆点上空，开始陆续组织降落。

神舟十八号搜救回收空中分队郑明明介绍说，这一次他
们结合前6次的搜索回收经验，总结了4段5步法的一个搜索
回收的战法，4段法主要是调整段、进入段、下滑段和平飞段
这4个阶段。

5步法主要是在飞机到达落地点上空有一个5步法，主要
是稳、判、收、报和落，这就是他们结合前期的6次回收的经
验，还有沙漠地区的特点，总结的一套战法。还需要5架飞
机，在空中协同配合，谁先到谁后到都有安排，指挥机要先到，
医监医救飞机要先落地，要保证第一时间能够得到返回舱的
情况。

航天员出舱后，医监医救人员要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排
除一切可能的风险，之后再转移到医监医救直升机上。

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于11月4日
凌晨返回东风着陆场。

这次返回是东风着陆场第七次迎接航天员回家。东风
着陆场是航天员完成太空之旅后，重新回到地球的第一
站。这里蕴藏着怎样的风貌，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跟随记者
一起去看一看吧。

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发，驱车穿越广袤的戈壁，
行驶80公里左右，就来到了东风着陆场——神舟十二号返
回舱的落点。2021年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首次
在这里降落，开启了东风着陆场的高光时刻。

连绵不绝的沙丘、稀疏的骆驼刺、分散的驼群，东风着
陆场1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地势平坦宽广、人烟稀少，为返
回舱的着陆和搜救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54岁的卫其勒
格其是内蒙古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孟格图嘎查的一名牧

民，也是记者此行的向导。从2021年开始，神舟飞船返回
舱已经五次落在了他家的牧场。

卫其勒格其说：“神舟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都
落在我们家的草场上，神舟十三是因为那天风大，稍微偏了
一点，落在我们邻居家。”

5次目睹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降落，让老卫与中国航天结
下了不解之缘。从“神十四”开始，他每次都亲临现场，见证返
回舱着陆的过程，因此也被不少人亲切地称为“追星大叔”。

卫其勒格其说：“今年4月份，神舟十七号返回舱降落
的时候，我靠得最近的时候，看得特别清楚，特别激动特别
高兴。每次返回舱降落第二天，我都会过来系个哈达，系哈
达是吉祥幸福的意思。”

随着我国载人飞船返回控制技术和落点精度的不断提
升，搜救范围也在逐渐趋于固定，在神舟十二号返回舱落点

周边几公里位置，神舟十三号至神舟十七号返回舱也相继
在此着陆。记者所在的位置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落点，距
离神舟十二号返回舱落点只有1公里左右，脚下的坑就是
神舟十五号返回舱在触地的那一瞬间留下的着陆冲击坑。
或许戈壁滩的风沙会逐渐掩盖这些痕迹，但在我国载人航
天史上，它们却永远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今年4月，老卫荣幸地被选为“航天搜救联络员”，对于
即将回归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团队，老卫满怀期待，他说，
今年他将再次亲临现场，守候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期待与神
舟飞船返回舱的第六次“重逢”。

卫其勒格其说：“期待神舟十八平安回来，我希望我自
己家的草场成为航天事业的一张名片，让更多人点赞，更多
人了解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据央视新闻

“神舟飞船5次落在我们家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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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着陆

4步走

这组动作在大约390公里的高
度完成。两次调姿后，0时34分轨
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这个过程
非常快，两分钟左右就全部完成，随
后返回制动开始。

返回舱继续下降到10公里高度，引导伞、减速伞、主伞先后开伞。
1时11分，主伞打开后，返回舱下降速度降低到每秒7—8米。距离地
面1米左右时，四个着陆反推发动机会同时点火，返回舱进一步减速，
最终以每秒2米左右的速度于1时24分安全着陆。

1∶00

返回舱回家
制动结束后，飞船进入返回轨道惯性滑

行，高度逐渐下降。在距离地面约145公里
时，1时左右，推进舱和返回舱分离。推进舱
在穿越大气层时被烧毁，而返回舱独自返回
地面，3名航天员正式踏上回家之路。

再入大气层
大约120公里高度，返回舱即将进入大气层。距离

地面大约100公里高度，返回舱以大约7公里每秒的速度
冲进大气层，地面与返回舱之间无线电通信中断，这个阶
段被称为“黑障区”。出黑障时，返回舱速度已经下降到了
大约200米每秒。

1∶24

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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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安全顺利出舱。 新华社发

◎返回舱从大约390公里

的高度回到地面

◎用时约5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