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发射：

4月25日20时59分

乘组成员：

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任务目的：

与神舟十七号乘组完
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
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
应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
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
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
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
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
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
空间搭载试验，将进一步提
升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
挥综合应用效益。

返回时间：

计划于今年 10 月下旬
返回东风着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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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长叶光富
男，汉族，籍贯四川成都，硕士学位。

1980年9月出生，1998年8月入伍，2002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陆军大校军衔。

2010年5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2021年10月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2022年6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
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李聪
男，汉族，籍贯河北邯郸，学士学位。

1989年10月出生，2009年9月入伍，2011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校军衔。曾任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
空军二级飞行员。

2020年 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
乘组。

航天员李广苏
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学士学位。

1987年7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校军衔。曾任
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
空军一级飞行员。

2020年 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
乘组。

飞行乘组名单公布，瞄准今晚8时59分发射

“80后三人组”执飞神十八

文科生，也要上天啦
航天员李广苏是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当中的新面孔，也是第三批18位航天

员里唯一的文科生，经过三年多的刻苦训练，他完成了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
作为第三批18位航天员里唯一的文科生，航天基础理论课程，让李广苏感

受到了堪比“重新备战高考”的压力。
李广苏说：“我比较焦虑，因为好多东西老师一讲，战友在下面频频点头，但

我真听不懂。我就经常私下问战友、老师，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学，包括高数，谁
能想到这么多年后我还会把它翻出来再学一下？”

李广苏说：“自己像是一只领悟能力并不那么强的‘小蜗牛’，稳稳当当走好
每一步，坚定走好每一步。哪怕我是一只‘蜗牛’，我也要狂奔起来，奔向宇宙、
奔向太空。”

新任“出差三人组”均为“80后”
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叶光富、李聪、李

广苏3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乘组包括1名第二批航天
员和2名第三批航天员，3人均为“80后”。

按照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模式，约6.5小时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
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货运
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
着陆场。

将出舱2至3次，试验太空养鱼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
本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十七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

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
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
安装与回收等，并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进行空间搭载试验。

神十八乘组将利用舱内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
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开
展90余项实（试）验。比如，本次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
样品，将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
研究对象，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
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还将实施国际上首次植物茎尖干细胞
功能在轨研究，揭示植物进化对重力的适应机制，为后续定向设计适
应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理论支撑。

在轨期间，神十八乘组还将实施6次载荷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和
2至3次出舱活动，在目前空间站已有的空间碎片防护措施基础上，
航天员乘组将通过出舱活动，对舱外管路、电缆及关键设备安装碎片
防护加固装置，并开展舱外巡检。

计划于4月30日返回
神舟十七号乘组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迎来的第二个飞

行乘组，目前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计划本月
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十七号指令长汤洪波不仅成为我国目前
为止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航天员，也是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
短的中国航天员，这为我们常态化实施飞行任务乘组轮换与训练积
累了宝贵经验。”

本报讯 当前正值地瓜丰收季
节。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池
连村委会龙井村，农户们正忙着采收
成熟的三角柠地瓜。

在龙井村的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派忙碌景象：农户们头戴斗笠，用铁
耙轻轻地在土里钩动，将地瓜藤耙到
一边，随后“顺藤摸瓜”，将一个个地
瓜从土里耙出来。随即再根据它们
的个头大小，分别装入不同的筐中。

近年来，池连村还积极打造“龙
井三角柠地瓜”品牌，不断提升地瓜
农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今“龙
井三角柠”已闻名岛内外，当地农户
依托地瓜产业过上甜蜜日子。

“我们村种的‘三角柠’地瓜又粉
糯又甜，品质和口感都非常好。”龙井
村村民蔡大姐利索地挑拣着地瓜说，
龙井村的“三角柠”地瓜在本地非常

有名，市场上供不应求，每斤零售价
格超过3元。

在龙井村，“三角柠”地瓜成为当
地群众发展致富的一项主要产业，村
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了地瓜。“我
家种植了10亩‘三角柠’地瓜，预计
能收获地瓜超1万斤。由于自家种
的地瓜质量好，有很多回头客，现在
我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采收地瓜。”
村民王槐育坐在田垄上，一边将地瓜
按照大小放入筐中一边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龙井村种植“三角柠”地
瓜已有50多年的历史。由于地瓜口
感与当地村民嫁女时带到男方家食
用的糯米糕味道差不多，所以又被老
人们称为“新娘糕”。

“近年来，我们积极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推动本地的‘三角柠’地瓜品
牌化发展。”池连村党总支部书记梁

峥介绍，为了打响龙井“三角柠”地瓜
本土品牌，撬动本地“三角柠”地瓜特
色产业大发展，池连村在龙井、美环
和西山村民小组组建了“三角柠”特
色产业党小组，带领周边村庄群众扩
大种植规模。当前全村种植“三角
柠”地瓜200多亩。同时，该村还准
备注册龙井“三角柠”商标，设计了具
有本土特色的包装箱，并依托专场推
介会、消费助农市集等渠道，积极扩
大龙井村“三角柠”地瓜的品牌知名
度。

旧州镇副镇长谢强健介绍，下一
步旧州镇将依托各类展销会和消费
助农市集，以及电商平台等渠道，持
续扩大龙井“三角柠”地瓜品牌，提升
其市场竞争力，以进一步带动产业发
展，促进农户增收。
记者 钟起的 特约记者 许晶亮 文/图

海口琼山区龙井三角柠地瓜迎来丰收季

“又粉糯又甜，品质和口感都非常好”

昨日上午，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宣布，经任务总指挥部
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4月25日20时59分
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叶光富、李聪、李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
长，李聪和李广苏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都
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目前，任务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第九个
“中国航天日”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航天
日”。54年前的这一天，中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
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
功，拉开了中国人进入太空

的序幕。

我国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的嫦娥七
号，将搭载埃及、巴林、意大利、俄罗斯、瑞士、泰
国、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等7个国家、国际组织的6
台载荷，共同飞赴月球，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据介绍，这6台国际载荷是根据载荷的科学目标、工
程可实现性等原则遴选出来的。其中，嫦娥七号着陆器上
将搭载：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
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为月面高精度测量和轨道器定轨
导航提供支持；俄罗斯空间科学研究院研制的月球尘埃与电
场探测仪，研究月球近地表外逸层的尘埃等离子体环境；国
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研制的月基天文观测望远镜，开展月基银
河系、地球、全景天空观测。轨道器上将搭载：埃及航天局、
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联合研制的月表物质超光谱成像仪，用
于分析识别月表物质和环境；瑞士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台
（世界辐射中心）研制的月基双通道地球辐射能谱仪，从月球
监测地球气候系统辐射量收支变化；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
新部、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研制的空间天气全球监测传感装
置，预警由太阳风暴引起的磁扰动和宇宙辐射。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将勘察
月球南极月表环境、月壤水冰和挥发分等，开展月球形貌、成
分和构造的高精度探测与研究。截至2023年1月，中国国家
航天局共收到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交的18份意向书。

24日活动现场，国家航天局还发布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最
新合作进展，国际月球科研站新增尼加拉瓜、亚太空间合作组
织、阿拉伯天文学和空间科学联盟3个合作国家、机构。中国将
与合作方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程实施、运营和应用
等多方面合作。

嫦娥七号将
“牵手”6台国际载荷

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即将完成
我国航天员队伍依据国家载人航天发展战略，逐步发展壮大，

目前即将完成第四批航天员选拔。经中央政府批准，第四批预备航
天员选拔，将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林西强表示，第四批
航天员入队后，将和现役航天员一起实施空间站后续任务，并实现
中国人登陆月球。

研究推动太空游客参与空间站飞行
林西强表示，下一步，还将抓紧研究推动国外航天员以及太空

游客参与空间站飞行，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一定会迎来更多不
同身份的新成员。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经中央政府批准启动实施，

总体目标是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目前各系统正按计划
开展研制建设。”林西强表示。

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登
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方案研制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初样产
品生产和各项试验。飞船、着陆器已基本完成力热试验产品研制，
火箭正在开展各型发动机地面试车，文昌载人月球探测发射场建设
全面启动实施，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载人月球车、月面载荷方案，正在
进行竞争择优。

“相比空间站任务，登月任务中航天员需要训练掌握梦舟飞船
和揽月着陆器正常和应急飞行情况下的操作，月面出/进舱，1/6重
力条件下负重行走，月球车远距离驾驶，月面钻探、采样和科学考察
等技能。”林西强说，载人月球探测是具有高度挑战性、创新性和引
领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后续我们将统筹抓好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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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养鱼是什么体验？
据了解，载人飞船上行过程中，上行水生支持装置将为金鱼藻

提供LED光源，保持金鱼藻正常进行光合作用，并保证水生生态系
统的氧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以满足斑马鱼的生存需求。入轨后，
航天员会将实验组件转移到问天舱的生命生态实验柜小型受控生
命生态实验模块中开展在轨实验。在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
中，照明系统将支撑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供给氧气，提供给鱼类进
行呼吸使用，鱼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供金鱼藻进行光合作用，鱼类
吃食物排泄的粪便给金鱼藻进行营养供给，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水
生生态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鱼类需要喂食，系统会有个喂食单元。斑马鱼
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未来将由航天员带回地面，供科学家开
展下一步的研究。

科研人员还专门给这套实验系统安装了相机，通过相机实时
传输的图像，地面工作人员也可以了解实验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