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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坚定信心，务实笃行，确保

神舟十八号任务圆满成功！”在
试验队调度室，一条醒目的标语
赫然在目，时刻提醒、激励着试
验队员。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作为
应用与发展阶段极为重要的任
务，确保成功意义重大。“坚决贯
彻执行‘一次做对、一次做好’和
载人航天的‘更严、更慎、更细、
更实’的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
全力以赴确保试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以优异成绩落实主题教
育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
礼，为我国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再创佳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试验队队长丁同才在进场
动员会上用铿锵有力的话语激
励着试验队员。

在技术问题把控上，温文尔
雅的试验队技术总负责陈启忠
总是能带领团队不断攻坚克难，
技术状态更改、全面复查、识别

发射场操作风险……各类审查
会上，他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
问题和疑点。“万无一失，一失万
无。”他反复叮嘱着研制队伍的
每一位队员。

推进舱在发射场的总装工
作是整个飞船最多、最复杂的，
不能有半点闪失，对于分队队长
金伟英来说，深感责任重大，面
对这次神舟十八号和神舟十九
号并行工作带来的总装人员严
重冲突，她精心组织队员反复推
演、预判风险、科学精确分配总
装人员工作，完美守护了推进舱
总装工作的“万无一失”。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八号，
18次的精心护送，三十多年的载
人飞船工作经历让陈为师傅的
总装技能早已炉火纯青，每一步
的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都深深
印刻在他脑海中，这位大家口中
的“老法师”依然保持着精益求
精的作风。带头学习工艺文件、
规范细致完成各项工作，产品吊
装、设备安装、电缆插接……每

一步都希望做到完美。“这差不
多是我在职的最后一次发射任
务，我要保持好航天人精益求精
的工作作风，为年轻人做好榜
样。”朴素的话语透露出老航天
人的坚定与执着。

90后从新手成长为骨干
90后沈鑫虽然年龄不大，但

已几入发射场执行任务，他始终
牢记“六不准”的操作规范要
求，坚守“三确认”的操作步骤，
做到“手中握得住技能，肩上担
得起责任”。对于他的工作，同
事们也给予了同他名字一样的
评价——“省心”。

如何让总装变得更好、更高
效？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沈鑫最
有发言权。他曾说道，总装工作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除了优化
总装流程和工艺技术外，日常的
操作演练和身体锻炼也是关键
所在。

为了确保舱体内操作的“万
无一失”，团队从工艺保障、总装

流程、操作方式出发，以“风险
点”“风险阶段”“风险类型”为基
础，识别出了“危险性操作”“关
键性操作”“高难度操作”“易错
操作”四类特性。

在冲刺阶段，推进舱内锂离
子电池的总装工作涵盖了“关键
性操作”“高难度操作”两个特
性。为此，沈鑫多次利用舱体的
模样件进行反复操作，在不足0.5
平方米的舱内，依靠2个踩踏点
进行长达一小时的操作。

“对于舱内操作，不仅要练
手上的技能，还要练体能和体
形。”沈鑫一边说一边将身体转
动成近70度，展现出舱内操作的
姿态，这就好比每次操作就需要
进行一个小时的瑜伽练习。如
此一来，在正式装配过程中，沈
鑫才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做到“万
无一失”。

“走得再远，都不忘来时
路。”90后许帆从工艺员逐步成
长为主任工艺师。他明白了什
么叫作“万无一失是目标”，知晓
了如何才能“久久为功出实效”。

作为型号项目工艺负责
人，许帆和团队成员以技术风
险识别和精益过程管控为核
心，从产品工艺设计、生产过
程、外场试验、试验任务等方面
全过程进行了动态管理。他总
会根据设计技术状态变化需
求，开展设计工艺性审查，提出
多项优化措施，做到“一船一
策”。在确定方案后，他带领团
队反复演练，仔细推演，验证方
案的准确性，从而让每一个小
小的改变成为总装效率和效益
提升的关键所在。

一家子都是航天人
电源分系统是飞船关键系

统之一，必须确保安全可靠。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蓄电池由
镉镍更改为锂电、银锌电池延
寿两项技术状态更改涉及产品
众多、功能复杂，面对总体下达
的复查要求和专家审查提出的
意见，唐筱靠着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高标准的专业素养，夜以
继日，按时完成了报告编写与
审查意见闭环，为发射场与飞
控任务做好保障。她的丈夫同
样从事航天事业，两人多次同
时奔赴基地。

设计师凌玉，十次进场，经
验丰富，丈夫同样为载人航天设
计师，夫妻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四个特别”的载人航天精神。
面对镉镍电池组更改为锂离子
电池组的升级风险，她深感责任
重大。在出厂前完成了单机鉴
定试验、分系统联试等所有测试
与验证工作，在发射场她依旧细
致准确地完成新工作流程每一
步操作，在电池交付总体参加整
船电测后仍每日对电池状态进
行数据判读，确保电池状态正
常，为型号圆满成功打下坚实的
基础。

五次进场执行发射任务、
四次独立带领二岗完成相关
巡检测试的曹盛，从小受航天
家庭氛围的熏陶，积极主动，
踏实肯干，责任心强，获得设
计师的一致好评。长年在外出
差的他从不抱怨，兢兢业业坚
守于电测一岗，对电测过程中
的每一个参数进行精细判读，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确保了
整船电测的顺利进行。“测试
数据就是我们的生命，每一个
数字都必须准确，确保圆满成
功。”他年轻的脸上透露出坚
定与执着。

4月 25日 20时 59分，搭
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
分钟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
道。目前，航天员乘组状态良
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
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八号
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
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十八
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
活动，开展微重力基础物理、空

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
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实
（试）验与应用，完成空间站碎
片防护加固装置安装，舱外载
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
等各项任务。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是
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2次
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518次飞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
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
足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交会
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据新华社电

神舟十八号
发射圆满成功

心怀敬畏之心，托举神舟远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试验队:把每一步都做到完美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 时 59

分，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

划破戈壁长空，将 3 名航天员

成功送入太空，与神舟十七号3

名航天员乘组汇合，飞行乘组

状态良好，我国空间站应用与

发展阶段的第三次载人飞行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员

连续飞行时间也将再次刷新纪

录。不允许有一丝缺陷，不允

许一点差错，八院载人飞船试

验队正是怀着这样的敬畏之

心，一次次成功托举起神舟飞

船远航，筑梦太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4月25日，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新华社 图

八院神舟十八试验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