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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12号飞船成功升空，细数60年来载人飞船发展史
6月17日上午9点20分左右，神舟12号

载人飞船成功升空，把 3名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洪波送到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未来他们将在这里生活、工作3个月。

神舟 12号载人飞船是我国第一艘采用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的载人飞船，使所载航天
员6~8小时就能抵达“天和”核心舱，从而减
少航天员太空飞行的劳顿之累和大量地面
测控资源的使用。

今年 10月，我国还将发射神舟 13号载
人飞船，把另 3名航天员送到“天和”核心舱
内生活、工作6个月。

在回顾中国载人航天历程的同时，也回
顾一下世界载人飞船的发展史。

一、神舟飞船壮阔的发展历程
刚刚神舟 12 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升

空，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未
来 3个月将在由我国自主建设的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生活、工作。

截止2021年6月底，我国已经发射了12
艘“神舟”飞船，成功率是100%。其中有7艘
是载人飞船，把14名航天员、17人次送上了
太空，使“神舟”载人飞船不断成熟。

1999年11月20日，长征2号F火箭发射
了我国第 1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 1号，考核
了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和
关键技术的可靠性。它是以初样电性船为
基础的产品，只有 9个主要分系统参加了飞
行试验，结果表明我国基本掌握了飞船舱段
分离、调姿和制动、防热和着陆回收等关键
技术。

2001年 1月 10日发射的神舟 2号是我
国第1艘正样飞船，飞船上的13个分系统均
参加了飞行。首次进行了轨道舱留轨实验，
首次装载了太空“模拟人”。

2003年 10月 15日发射的神舟 5号是我
国首艘载人飞船，使杨利伟成为中国太空第
一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
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对航天员座椅的安
全性和舒适性作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改用
了胀环式座椅缓冲器。

2005年 10月 12日发射的神舟 6号首次
完成“2人 5天”飞行；航天员首次打开了返
回舱舱门进入轨道舱；航天员首次脱下了航
天服进行科学实验；首次全面启动了环控生
保系统，如食品柜、电加热器、睡袋和太空马
桶。

2008年 9月 25日发射的神舟 7号实现
了四大突破：首次航天员进行了空间出舱活
动；首次满载了 3人；首次释放了伴飞小卫
星；首次试验中继卫星链路。其亮点有二：
轨道舱兼有气闸舱功能，穿国产“飞天”舱外
航天服出舱。

2011年 11月发射的神舟 8号是无人飞
船，它与天宫 1号首次实现了我国空间自动
交会对接。从神舟 8号起，我国“神舟”飞船
基本定型。

2012年 6月 16日发射的神舟 9号飞船
实现多个第一，例如：首次实现了手控交会
对接；首次验证了组合体载人环境支持技
术；首次有女航天员登天。

2013年 6月 11日发射的神舟 10号和以
前飞船最大区别是，首次实现了应用性飞行
和绕飞。航天员王亚平成为世界第 2个太
空女教师。

2016年 10月 17日发射的神舟 11号只
送景海鹏和陈冬登天，目的是让他们在天宫
2号里面进行30天的中期驻留试验。

另外，在 2020年 5月 5日，我国新一代
载人飞船试验船升空，5月 8日返回。它采
用两舱式构型，由返回舱与服务舱组成。返
回舱采用流畅的倒锥型钝头体气动外形，每
次可以运送 4~7人，可重复使用多次；全长
约 9米，最大直径 4.5米，最大发射重量 23
吨；既可以在近地轨道飞行，也能完成载人
月球探测等载人深空探测任务。

除了继承了“神舟”的可靠、安全等优点
外，在舒适性、经济性以及智能化程度等方
面有了大幅提升；返回时采用了由 2具减速
伞和 3具主伞组成“群伞减速”回收方案，返
回舱落地前使用 6个充气气囊帮助舱体平
稳“软着陆”，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返回舱的安
全、完整回收。试验船飞行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已具备雏
形。

二、全球载人飞船大扫描
至今全球已研制出三种载人航天器。

它们可分为两类，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属于
一类，它们很灵活、能往返，但寿命短、体积
小，主要用作载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为空
间站接送航天员和货物；空间站属于另一

类，功能正好相反，具有体积大、功能强和寿
命长的优点，但不能天地往返。所以，空间
站用于长时间载人航天，开展科研、生产和
在轨服务等。因此，在研制、发射空间站之
前，必须先研制载人飞船或航天飞机等载人
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宇宙飞船是一种技术简单、费用便宜、
飞行时间短和乘载人员少的垂直着陆无翼
航天器，现有卫星式和登月式载人飞船两
种，并分 1舱、2舱和 3舱式构型。其中卫星
式载人飞船是指这种飞船像卫星一样绕地
飞行，但与人造地球卫星的主要区别是增加
了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等与载人有关的一
些特设系统，结构密封性能好，活动空间大，
能返回地面，因而可以载人航天。未来还将
研制星际式载人飞船，如载人火星飞船。

航天飞机是一种用途广、载重大、乘员
多、较舒适的水平着陆有翼航天器，但成本
高、较危险，所以美国在发射了 135架次航
天飞机后就让它提前退役了，转而重新研制
新型载人飞船。目前，世界载人天地往返运
输系统只有载人飞船。

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
坐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 1号上天，成为
世界太空第一人。接着，在又发射 5艘“东
方”飞船后，苏联发展了第二代载人飞船
——“上升”，用于突破 3人飞行和太空行
走，但只发射了2艘。

此后，苏俄发展了首个采用 3舱式构型
的“联盟”系列飞船，并多次改型，发射了上
百艘，主要用于为空间站提供人员的天地往
返运输。目前，这种第三代载人飞船至今仍
活跃在世界载人航天的第一线。

美国早期曾先后发展了 1舱式“水星”、
2舱式“双子星座”两代载人飞船，用于掌握
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以及太空行走和空间
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为载人登月做准备。

1969年7月20日，美国3名航天员乘坐
采用 3舱式构型的阿波罗 11号载人飞船完
成了世界首次载人登月任务，这是美国第三
代载人飞船，也是世界第一种登月式载人飞
船。

中国在 2003年 10月 15日成功发射了
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 5号，使航天员杨利伟
成为中国太空第一人，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
三个独立发展载人航天器的国家。神舟 5
号采用 3舱式构型，一步就达到世界第三代
载人飞船的水平。

载人飞船用途十分广泛。例如，可用于
突破和掌握载人航天基本技术和关键技术；
为空间站接送航天员和物资；作为空间站救
生艇；进行太空旅游等。为此，包括印度、日
本和欧洲航天局也都准备发展载人飞船。

目前，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还正在或已
经研制出世界第四代载人飞船，它具有载人
多、用途广和可重复使用等特点。

三、苏俄多代卫星式飞船
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是苏联研制发射

的。世界太空第一人加加林就是于 1961年
4月 12日乘东方 1号载人飞船上天遨游了
108分钟，开创了载人航天的新纪元。至今，
苏联已研制和发射了三代运行在地球轨道
卫星式载人飞船。

苏联第一代载人飞船叫“东方”。它采
用 2舱式构型，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最
长飞行时间为 5天。从 1961年 4月到 1963
年6月，一共发射了6艘。不过，那时航天员
采用跳伞方式落地。该飞船球形返回舱能
乘坐 1名航天员。舱内有可供飞行 10昼夜
的生命保障系统、弹射座椅和无线电、光学、
导航等仪器设备。其推进舱位于座舱后面，
舱内装有化学电池、返回反推火箭和其他辅
助设备。

苏联第二代载人飞船叫“上升”。它是
在“东方”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即把笨重的弹
射座椅改为 3 把普通的座椅，以便乘坐 3
人。其中 1964年 10月 12日，上升 1号飞船
首次乘载包括科学家在内的 3名不穿航天
服的航天员绕地飞行。1965年 3月 18日发
射的上升 2号飞船使列昂诺夫成为世界太
空行走第1人，为此，在上升2号的返回舱外
增设了气闸舱，供航天员空间出舱使用。“上
升”飞船还增加了着陆缓冲用的制动火箭，
而返回舱可以软枣路，航天员不用以跳伞方
式落地。

苏俄第三代载人飞船叫“联盟”。它于
1967年开始使用，采用 3舱式构型，即在返
回舱前增加了 1个轨道舱和交会对接机构，
因此它不仅使航天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扩
大了，还能与空间站对接，为空间站接送航
天员和物资。与前 2代飞船相比，“联盟”内

部可居住容积增大了 1倍，返回地面时的最
大过载也由 8~9g减少到 3~4g，这使航天员
舒服多了。

该飞船多次改型，包括联盟 T、TM、
TMA、TMA-M、MG等。2016年开始使用至
今的联盟MS是在联盟MG的基础上把船载
无线电指令系统量子-B换成了统一的遥测
指令系统，极大地增加飞船无线电可见范
围；使用了新的船载无线电技术对接系统航
向-HA，在质量、尺寸和动力特性方面进行
了优化；船载无线电轨道监控系统换成了卫
星导航仪器，极大地优化了运动控制系统的
功能，等等。

目前，俄罗斯正在研制第四代载人飞船
“雄鹰”。它抛弃了“联盟”的 3舱式结构设
计，采用全新的 2舱式设计，将用于取代“联
盟”飞船执行近地轨道任务，可在轨自主飞
行近 30天，也能停靠在空间站上近一年，未
来还用于载人登月。其内部空间是“联盟”
的两倍，可搭乘4名航天员和500千克货物。

它返回着陆前，将伸出 4个装有减震器
的支架，使飞船不会有强烈的撞击感。该飞
船着陆精度要优于5千米，远比“联盟”25千
米的着陆精度要高，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多
次重复使用，在地球轨道上或执行短期地月
往返飞行时可重复使用 10次，在执行长期
与绕月轨道站对接任务时可重复使用不少
于3次。

四、美国拥有登月式飞船
美国先后研制、发射了四代载人飞船，

其中拥有世界唯一的登月式飞船“阿波罗”。
美国第一代载人飞船叫“水星”。它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的 1舱式飞船，于 1961年 4
月~1963年 6月使用，能乘坐 1人。美国第 1
次载人轨道飞行是在 1962年 2月 20日，航
天员格林乘坐水星 6号载人飞船绕地球飞
行了3圈。

美国第二代载人飞船叫“双子星座”。
1965年投入使用，由返回舱和推进舱组成，
可载 2人，主要用途是为载人登月做准备。
它先后完成了轨道机动、交会对接、航天员
出舱等试验任务。从 1965年 3月到 1966年
11月,“双子星座”飞船共进行了 10次载人
飞行。

虽然它与“水星”飞船外形相似，但其密
封舱容积加大了；飞船各系统不再采用“堆
积”方式装在一起，而是按舱室形式安装；增
加了交会雷达……这些使飞船性能大为提
高。

美国第三代载人飞船叫“阿波罗”。它
总高 29米，重约 46吨，由指令舱、服务舱和
登月舱组成，可乘坐 3人。其中指令舱是航
天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为圆锥形，舱内充
以34.3千帕的纯氧，温度保持在21~24°C；服
务舱装有变轨推进剂和主发动机、燃料电
池，能把飞船从月球轨道送回地面；登月舱
是这种飞船独有的，由下降级和上升级组
成，用于降落到月球表面和离开月面。

美国已经研制出或正在研制多种第四
代载人飞船，它包括“猎户座”、“载人龙”和

“星际航船”等。其中政府投资研制的飞船
叫“猎户座”多用途乘员飞行器，主要用于载
人深空探测；私营公司投资研制的叫“载人
龙”、“星际航船”，用于近地轨道商业载人飞
行，目的是省钱，采用打的模式，其中“载人
龙”是世界第一种投入实用第四代载人飞
船。

美国“载人龙”于2020年投入2021年至
少升空 3次。它由前椎体、加压舱和服务舱
三部分组成，最多可将7人送至近地轨道。

加压舱内部操控台由 4块可移动大型
液晶触摸控制屏组成，航天员可从天花板上

拉下触摸控制屏；没有逃逸塔，采用首创的
新型发射逃逸系统，自身装配的超级天龙座
发动机系统，可在乘员从进入飞船到入轨的
全过程中提供逃逸能力，这不仅能使飞船着
陆更方便外，还可使飞船能重复使用；没有
太阳电池翼，采用非加压舱半包围体装式太
阳能电池板。

这样可避免出现展不开的故障，而且比
展开式太阳能电池翅膀使用率高，效能更
好，因为无论哪个角度，只要有太阳光照，飞
船就会吸收光辐射；可独立飞行 1周，能停
靠飞行210天。

苏俄载人飞船的返回地点均为本国陆
地，目的是为了保密。而美国载人飞船的返
回地点都在海面，在海面回收没有障碍物，
易被发现，且缓冲性能好一些，但要求座舱
密封性能好，海面搜索能力强。

五、中国载人飞船起点高
我国“神舟”飞船采用由轨道舱、返回舱

和推进舱组成的3舱式构型，总长近9米，总
重约 8.1吨，乘员人数 3人，飞船内航天员自
由活动空间 6立方米。其有效载荷质量在
入轨时不小于 300千克，返回时 100千克。
其 可 靠 性 为 0.97，航 天 员 的 安 全 性 为
0.997。该飞船可自主飞行 7天，停靠飞行
180天。

轨道舱位于飞船前部，呈圆柱形。其侧
壁有一内开式舱门。前端装有用于试验的
附加段或交会对接装置。该舱用于航天员
入轨后的工作、吃饭、方便和睡觉。

返回舱位于飞船中部，呈钟形。外表为
低密度烧融材料所包敷，设有两个伞舱。大
底里装有 4台固体缓冲发动机。该舱是航
天员往返时的座舱，也是飞船的控制中心，
具有着陆后支持航天员陆上生存 48小时、
海上生存24小时的能力。

以上两个舱是供航天员活动的密封压
力舱，可谓“一室一厅”。

推进舱位于飞船后部，为非密封舱，为
飞船提供动力、电源、燃料等。尾部装有 4
台 2.5千牛的变轨发动机，侧壁装有姿控发
动机和24米2主太阳电池翼。

“神舟”由系统总体和 13 个分系统组
成。这些分系统涉及物理、医学等数十种学
科领域，所以具有技术多样性和研制复杂
性。其中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回收着
陆、仪表与照明、应急救生、乘员等分系统为
载人航天器特有。

为适应不同阶段的任务变化，“神舟”飞
船先后有三种技术状态。

一是初期试验技术状态，神舟5号、6号
载人飞船采用这种技术状态，特点是轨道舱
上也装有一对太阳电池翼，返回舱返回地面
后，轨道舱可留轨利用半年。

二是出舱活动试验技术状态，神舟 7号
载人飞船采用这种技术状态，特点是轨道舱
取消了太阳电池翼，不留轨利用，并且具有
气闸舱的功能，增加了扶手，用于航天员空
间出舱活动。

三是天地往返运输器技术状态，轨道舱
不留轨利用，前端增装了交会对接装置，神
舟 8号以后的所有载人飞船都采用这种技
术状态，用于为“天宫”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
输服务。

“神舟”载人飞船有不少特点。例如，起
点较高，没走美苏的老路，直接采用 3舱式
构型；可一船多用，有的轨道舱可留轨利用
半年，相当于免费发射了 1颗卫星；智能化
程度高，采用了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太阳
电池翼也能自动对准太阳；防热技术和降落
伞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首用太空“模拟人”
在飞船内模拟、检验飞船载人状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