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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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时 34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

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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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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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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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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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顺利返回。

此外，中国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

验样品 11月 4日亦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顺利返回。

据介绍，本次下行的科学实验样品共

55种，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燃烧科学等领域，总重量约 34.6公

斤。其中，生命类实验样品已于 4日上午转

运至北京并交付科学家，材料类和燃烧类

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运抵北京。

生命类实验样品包括斑马鱼培养基、

氨基酸、寡肽、产甲烷古菌、耐辐射微生物

等 24种。后续，科研人员将重点开展水生

生态系统在空间环境下物质循环机制、厌

氧古菌对地外环境的适应能力、极端环境

微生物的生存极限和耐受性评估等研究，

探讨地球生命发生星际传播的可能性。

材料类实验样品包括高温难熔铌合

金、复合润滑材料、光纤和光学薄膜等 30

种。科研人员后续将重点研究重力对材料

生长、成分偏析、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

律，推动长寿命空间润滑材料、精密电子设

备中子屏蔽材料、隔声隔热金属多孔材料

等的空间应用。

本次下行的燃烧类实验样品为基于甲

烷燃烧合成的纳米颗粒材料。科学家将开

展颗粒粒径、形貌、晶格结构等分析，助力

地外环境气相合成关键颗粒材料相关技术

发展。

综合来源：人民网、新华社、科普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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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声，火箭拔

地而起，宇宙飞船被带入大气层，进入临界

轨道 100～120公里以上的区域进行环绕飞

行，也拉开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序幕。然而，

早期的太空探索对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与专

业技能有着极高的要求，宇航员们要面对

巨大的噪声、振动、冲击、超重和失重等各

种恶劣环境，并且还要在这些恶劣环境中

保持头脑清醒进行工作，这使得太空旅行

仅限于专业人员。

那么，普通人可以进入太空看看浩渺
的宇宙吗？

近年来，随着载人航天技术的显著进

步，特别是运载工具在运载能力、舒适性与

安全性方面的全面提升，太空旅行逐渐展

现出向大众开放的可能性，普通人开始太

空旅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2024年 10

月 13 日，SpaceX的“星舰”项目成功完成

了第五次试射，引发了外界对太空旅行的

高度关注。

根据飞行高度与特性的不同，太空旅

行可大致分为抛物线飞行、亚轨道飞行和

轨道飞行三大类。

抛物线飞行
抛物线飞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

旅行，只是让乘客在到达抛物线顶端以及

快速下降时体会到失重的感觉。抛物线飞

行是指航天器向上攀升，当要到达 20千米

高度或者抵达抛物线顶点附近时，航天器

短时关闭发动机，机舱内的乘客随机舱一

起沿抛物线轨迹运动，此时，乘客短暂地处

于自由落体状态，可以漂浮在机舱内，感觉

上非常类似于太空中的失重。在航天员训

练时，时常也采用这种方法体验失重。

亚轨道飞行
亚轨道一般指距地面 20～100公里高

度的空域，尤其是不超过 100公里高度的

冯·卡门线，后者是国际航空联合会定义的

大气层与太空分界线。所谓亚轨道飞行，是

指飞行高度达到了“卡门线”后，马上返回

地面，相当于乘客乘坐飞行器在太空做更

高的抛物线飞行。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乘

客既能体验地面难以模拟的失重感觉，又

可以从高空俯瞰地球长达数千公里的弧线

表面，仰望深邃的宇宙，体会到一种无边无

际的空旷感觉。

轨道飞行
轨道飞行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旅

行。乘客搭乘太空飞船以每秒 7.9 千米的

飞行速度、在约 400 公里高度，绕地球做

匀速圆周运动。此时，乘客体验两种力的

作用：一种是重力，将航天器往地心拽，

另一种是离心力，它由于航天器绕地球

运行而产生，与重力的方向相反，重力与

离心力相互抵消，因而人们可以长时间体

会失重的感觉。

轨道飞行与亚轨道飞行有显著区别。

亚轨道飞行的速度未达到环绕地球所需的

第一宇宙速度，无法形成持续的轨道飞行，

因此亚轨道飞行的时间很短，体验失重的

时间仅为数分钟。而轨道飞行需要经历长

时间的失重状态和真正的空间环境，对飞

行器产品质量和乘员身体条件要求高，成

本也更高。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亚轨道飞行旅游

的发展潜力巨大。相比轨道飞行的高成本，

亚轨道飞行依托较成熟的动力、材料、结构

设计和地面系统技术基础，在飞行测试逐

渐排除故障隐患后，能在收费标准和客流

量上取得良性循环。相信开展这项业务的

商业航天公司有望“更上一层楼”。

不过，太空旅行毕竟是一种技术门槛

相对较高的航天新兴产业，需要整合先进

而可靠的航空、航天应用技术。众多航空航

天技术欠发达的国家对此往往只能“望洋

兴叹”，甚至在市场被瓜分后，后来者凭借

技术竞争也面临一些困难。

我国载人航天经历了 30多年的发展，

正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在太空旅行

方面，无论是技术积累还是技术水平都具

备了一定的实力。据公开报道，我国已初步

具备了开展太空旅行的技术基础。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国太空旅行

飞行器也将面世，助力我国航天事业不

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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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八回家！
还带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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