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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逐梦，不负华年
2013年6月26日，神舟十号飞船返回舱平安归来——这是我

国第5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新时代首战。
此后，神舟返回任务连战连捷：
——2016年11月18日，大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上空打开，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返回；
——2021年9月17日，大伞在东风着陆场上空打开，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荣耀回归，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2022年4月16日，大伞再次在东风着陆场上空打开，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再度凯旋；

——2022年12月4日，东风着陆场寒风凛冽，夜间极端温度低
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大伞经受住考验，护航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平安落地……

春、夏、秋、冬，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研制队伍在逐梦的道路
上，经受住四季的实战考验。

2022年11月29日，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
务，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圆梦乘组”踏上载人飞行之旅。

如今，神舟十五号“圆梦乘组”载誉而归。在大伞成功打开、航
天员感受到重力的那一刻，试验队员们脸上的表情终于舒展开来。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吃透技术才托底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迫切要求我国发展载人航天器

回收技术。然而，“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回收载人飞船，无论在技
术难度还是产品制造和质量控制要求上，都要实现质的飞跃。

曾有人提议能否从国外引进相关技术，但对方提出了天价转
让费。此外，引进技术不等于拿来就可以用，仍需进行大量的试验
验证。面对眼前的难题，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研制团队摒弃了技
术引进的选项，踏上艰难的攻关之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吃
透技术才托底”。

烈日酷暑中，数九寒天里，研制团队一次次爬上高耸入云的试
验塔，一次次扎进偏僻难行的山沟，一次次踏入人迹罕至的茫茫戈
壁，一次次熬过灯火通明的漫漫长夜……这些不仅考验着团队的
技术、协作能力，更是对体力、耐力和信念的极大挑战。

咬紧牙，不放弃。经过多年刻苦攻关，研制团队先后攻克特大
型降落伞设计缝制及验证、可适应多轨道的回收程序控制、伞舱盖
防撞气囊等多项技术难关。

2003年10月16日6时左右，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大气层。
飞船在缓缓降落，大家的心却高高提起——伞开了！飞船速度得
到控制！成功着陆！

“看到杨利伟安全出舱，真是无比激动，那种感觉终生难忘。”
谈及当时的场景，大家记忆犹新。

每一个环节步骤都必须做到一百分
神舟飞船主伞由7000多个零部件组成，整个伞的缝线长达10

千米，需要十几位加工人员密切合作3至4个月才能完成。可人命
关天，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设计、选材、裁剪、缝制、质检、包伞、试
验……每一个环节、步骤都必须做到一百分。他们说：“航天员把
生命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得负责。”

记不清多少个工作日，在降落伞研制中心，工人们拿着卡尺仔

细测量每块布的大小、每个针脚的间距。每顶大伞由1920块楔形
小布片组成，载人航天对精度要求高，不能像别的降落伞在大型机
械裁床上加工，只能人工剪裁，每裁一次都要反复测量，稍不注意
就会产生废品。

“嗒嗒”“嗒嗒”……大伞加工现场，20多名缝纫工“埋”在一堆
红白相间的伞布中，一边屏气凝神地操作着缝纫机，一边紧张有序
地移动着手中的伞衣。“每厘米要缝多少针，要经过严格测试，有精
确的数据要求，一分一毫都不能差。”降落伞研制中心的技能大师
牛国永强调。

大伞虽然摸起来软软的，却不能随意团起来放进返回舱，而要
整齐有序地叠在伞包中。包伞过程有几十道工序，每一步都不可
逆，折叠后的伞衣环幅要平坦整齐。

包伞时，20多名工作人员排成一排，听着口号一起向前卷动伞
衣。伞太大，只能站着包伞，还得时不时弯腰整理伞衣，时间一长，
难免腰酸腿麻，但每顶伞都要这样一连干上好几天。

伞衣和伞绳被装填进伞包后，就该封包了——这个动作必须
在压力解除而伞衣未来得及膨胀的十几分钟内完成。“强度不亚于
在健身房锻炼两个小时！”有人感慨道。

完成包伞和封包，并不意味着降落伞就可以上天了，只有通过
严格的检验才能拿到“通行证”。在回收产品检验人员的眼中，质
量可是天大的事。为了一个数据、一条线迹，他们拿着尺子一环一
环地看，就连捆扎伞衣、伞绳所用线绳的打结方式和预留长度，也
验得一丝不苟。对此，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评价：“有这样的伞，有这
样的团队，心里就踏实了。”

让伞花与青春之花一起绽放
“看到红白伞花绽放在戈壁荒漠上空，我的青春之花也在那一

刻绚烂地绽放了。”见证“圆梦乘组”
安全返回后，“90后”姑娘、降落伞子
系统主管设计师孙嘉璘说。

在老一辈航天人的大力推动下，
我国在研制返回式卫星过程中，于
1973年年底攻克回收系统，尤其是降
落伞等技术难关。如今，从无伞到有
伞，从无人伞到有人伞，从试验用伞
到成熟大伞，我国的航天器回收着陆
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2021年以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迎来重大任务密集发射期。同时，神
舟载人飞船也开启在研多批并行开
展、研制阶段接续交替的任务模式，每
年发射2艘。面对新常态，“回收铁军”
早已做好准备。

“有幸参与到空间站工程任务
中，让渺小的个人从此充满了动力与
活力。我们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继
续书写属于飞船回收人的光荣与梦
想。”牛国永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来源：光明网

科技之伞护佑航天员天外归来

6 月 4 日清晨，万众期
待中，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
如约绽放，守护着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稳稳着
陆，“圆梦乘组”在完成6个
月的飞行后平安“回家”。

这顶特大型降落伞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8 所
研制，伞衣面积达 1200 平
方米，若在地面铺展开来可
覆盖3个标准篮球场，是目
前国内面积最大的航天器
降落伞。

从 2003 年神舟五号伴
送杨利伟往返天地，到如今
神舟十五号“圆梦”归来，这
顶大伞连续打开，不仅见证
了中国人飞天逐梦的一次
次凯旋，也护佑着航天员天
外归来的十分平安。

6月4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新华社 发

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全部安全顺
利出舱。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