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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规划，计划于 2013 年 6 月组织实施天宫

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一、任务主要目的 

（一）进一步考核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二）进一步考核组合体保障航天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能力，以及

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三）进行航天员空间环境适应性、空间操作工效研究，开展航天器

在轨维修等试验和科普教育活动。 

二、任务技术状态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发射入轨，已在轨运行 610

多天。目前，天宫一号运行稳定，所有设备状态良好，推进剂等消耗性资

源满足执行后续任务要求。 

神舟十号飞船与神舟九号飞船技术状态基本一致，为进一步提高安全

性与可靠性，进行了部分技术状态更改。飞船全长 9米，舱段最大直径 2.8

米。 

发射神舟十号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火箭与遥九火箭技术状态基本

一致，全长约 58 米，起飞质量约 496820 千克。 

测控通信网（运行段）由 3颗天链一号中继卫星（中继卫星控制管理

中心）、12 个国内外地面测控站、3 艘测量船，以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东风航天发射指挥控制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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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着陆场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草原，副着陆场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

南地区，并设置了陆上应急返回着陆区和海上应急溅落区。 

 

三、任务飞行程序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乘组由 3 名航天员

组成，其中 1 名为女航天员；飞船在轨飞行十余天，计划安排飞船与天宫

一号进行两次交会对接，第一次为自动交会对接，第二次由航天员手动控

制完成。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前约 20 天，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开始降轨调相，进

入高度约为 343 千米的近圆对接轨道，建立载人环境，等待与飞船交会对

接。 

飞船发射入轨后，按预定程序完成与目标飞行器自动交会对接，此过

程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交会对接基本一致。 

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自动对接形成组合体后，航天员进入天宫一号实

验舱。组合体飞行期间，由目标飞行器负责飞行控制，飞船处于停靠状态。 

组合体飞行约 10 天左右，3 名航天员返回神舟十号飞船，飞船与天宫

一号分离，由航天员手动控制完成飞船与天宫一号第二次交会对接。对接

完成后 3名航天员再次进驻天宫一号。 

组合体飞行期间，将开展数十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向全国

中小学生进行太空知识科普授课。 

飞船返回前，3名航天员返回飞船返回舱。两飞行器分离，飞船返回 

着陆场，地面人员及时完成航天员搜救和返回舱回收；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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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变轨至长期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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