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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右一）在指挥大厅。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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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向孩子们科普航天知识。 陈紫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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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火箭从研制、运输，直到发

射，每个步骤就是一个关卡，只有步步

精准才能确保完美收官。”

容易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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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肖睿

对于关注中国航天事业的人来说，都会记得这
样一个画面：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经过573秒的完美飞行，飞船被送进预定轨道，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顺利升入太空，指挥大
厅响起了阵阵掌声和欢呼。

发射成功后的采访镜头前，长征二号F遥十二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容易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还
没等主持人向容易提问，路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冲”进镜头，指着容
易介绍：“看见她，就‘容易’了！”

2021年 6月17日上午，阳光灿
烂。托举着神舟十二号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静静伫立，举
国瞩目。

9时22分，随着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在碧
蓝的天幕上划出一道极漂亮的弧线。这是中国航
天的新高度。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
人飞行任务就此展开。

那一刻，坐在指挥大厅的容易像面临大考，又
像送自己的孩子远行，这是她担任火箭总设计师后
的首次发射任务，距离她第一次参与载人发射任
务，已经整整过去了9年。

“我们业内有一句
话，运载火箭的能力有
多大，中国航天发展的
舞台就有多大。”容易的
语气温和而坚定。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见证和参与支撑了中国
航天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全过程，支撑了所
有国家重大工程载人航
天、北斗、探月、探火等
的实施。在中国载人航
天的历史上，长二F执
行了从神舟一号至今的
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
行器的发射任务，成功
率达到 100%，被誉为

“神箭”。
这一次，长二F的

使命是要将神舟十二号
飞船和三名航天员成功
送入太空。对于刚刚走上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岗位
的容易来说，毫无疑问，神舟十二号的发射是她最
难忘的一次任务。为了保证发射任务的成功，容易
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她白天在火箭各个分系统
的工作间奔走，协调技术流程了解工作状态，晚上
则和团队一起开展工作预想和回想，了解技术状态
和制定发射预案。“一枚火箭从研制、运输，直到发
射，每个步骤就是一个关卡，只有步步精准才能确
保完美收官。”容易说。

长二F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高可
靠和高安全也是它作为载人火箭最明显的特征。
通过几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这型火箭的可靠性超
过了0.99。

在0.99的背后，是容易带领的研究设计人员在
火箭设计、生产、质量控制方面所花费的心思以及
付出的努力。“对于我们来说，火箭就像自己的孩
子，凝聚成百上千人的努力。当看到一枚火箭飞走
的时候，是很不舍的。火箭就像蜡烛，燃烧自己，将
飞船送入太空。每一个研制人员，都希望它飞得
高、飞得远、飞得稳，这也和父母培养孩子一样，希
望有一天他能展翅高飞。”

容易记得，神舟十二号发射前一个月，火箭有
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这里的解决问题不但要提出
假设，还要分析原因，并对方案进行验证，保证‘归
零’（即复现假设，问题得以完全解决）。很多时候，
也许一个数据的偏差，就得让全部论证从头再来，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会成为‘归零’的焦点。”无数
次的推演、验证，带来了发射时的周到细致和万无
一失，容易也累得一个月瘦了10斤。

等到发射真的来临的那一刻，容易的心情却意
外地有些平静：“因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做了所有
能做的努力。虽然我是第一次担任总师，但我们的
队伍很成熟，也很有经验。因此，我对于发射充满
期待，也充满信心。”

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圆满成功，让
更多国人认识了容易，也让她对航天
事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前我可
能更关注火箭具体的性能，但站在总

设计师的位置，我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要将视野和思维无限打开，不断突破传统的思维框
架。同时，还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多年工作的磨炼，褪去了容易初入行业时的青
涩，让她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火箭专家，也成了载人
火箭唯一的女总设计师。回望容易与航天的故事，
还要从她的求学之路说起……

1978年，容易出生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土家女孩。

很多人对容易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她“独特”
的名字。简单的“容易”两个字，寄托的是父母对她
人生最朴实的期许：希望女儿一生顺遂如意。但容
易并没有选择父母希望的“容易模式”，而是以知难
而上的信念，在人生的每一个分岔口，都选择了并
不容易的那条路。

从小，努力读书就在容易的心里扎了根。1991
年，容易保送进入恩施市第一中学，不但是重点班

里的拔尖生，也是班长和学生会主席。她
的高中老师至今都对这个刻苦努力的女

生印象深刻，“这个孩子特别有意思，她每次做
数学试卷的时候，总是从最后的大题开始做起，
最后再做简单的基本题。”

六年中学时光，正是凭借着这种先啃“硬骨
头”的精神，容易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
那时，她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与航天结缘，“那时
候我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数学老师，特别希望
自己能教书育人。”

是一次宣讲，改变了容易的人生轨迹。“临
近高考的时候，国防科技大学的老师到我们学
校做招生宣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航天科技，
我觉得特别酷，就报考了。没想到这一报，就和
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容易笑着说。

容易是做什么就尽力做到好的性格，“每个
人都希望自己能爱一行、干一行，但不是每一个
人都一定能按照自己所想选择职业，我觉得更
重要的是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在其后的人生中，容易也始终秉持着这样
的态度。

容易至今还记得自己求学阶段的很多细
节。在国防科技大学，她所学的专业是“航天技
术”，“系里开设了几十门课，涉及范围非常广，
有‘航天概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自动控
制’‘发动机原理’‘数理方程’等等，真的是每学
期都排得满满当当。除此之外，还有各类实验
和实践课程。”

同学之间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让容易不敢
懈怠，好不容易盼到周末，容易也留在教室，埋
头学习，“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想再多学一
点、多进步一点。”

2001年，品学兼优的容易被保送到清华大
学进行直博，专门研究有关“气固两相流”的课
题，这是一门在容易看来“非常深奥”的学科，理
论研究性极强，但同时也让她拥有了多学科的
知识背景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博士毕业后，容易又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做博士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是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
火箭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更是中国航天事业
的发祥地。回忆起多年的求学生涯，容易最难
忘的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从本科到博士后，
不同的老师教会了她相同的品格：认真、严谨、
务实、上进。容易记得，读博士后时她向院士们
请教问题，“院士们的工作那么繁忙，但每次我
向他们请教问题时，他们都不厌其烦地立刻帮
我解答。”

2008年3月，30岁的容易博士后出站，如
愿留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成为一名火箭设计
师。身处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容易知道自
己肩上的责任，她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研究火箭，
一刻都不敢停歇。在容易看来，只有不断地把
过往的成绩归零，拼尽全力向前冲，才可能有所
成就。

专业能力强又踏实勤恳的容
易，很快便开始崭露头角。2009
年，容易挑起了长征二号F火箭
故检逃逸总体设计的重任，负责

火箭故障检测判据制定。
故检逃逸的全称是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

生系统，这两个系统为载人火箭特有，是航天员
生命安全的“保险绳”。

容易曾经说过，干载人航天，要有“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她干故检逃
逸总体设计时，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火箭是一个特别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内部
包含多个子系统和设备，每个子系统都有专门
的团队负责。这些子系统中，故检系统就好比
检验科的医生，会对火箭进行‘体检’，可以在火
箭待发射阶段和上升阶段自动进行故障检测，
一旦有问题就会自动报警。而逃逸系统就像外
科医生，一旦发现火箭‘患病’，就需要立刻进行

‘手术’，让飞船与火箭分离，并降落在安全地
带，帮助飞船上的航天员脱离险境。火箭出现
重大故障时，如果逃逸系统出现故障，就有可能
箭毁人亡。”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准备发射，那是中国进行的首次载人交
会对接任务，也是容易第一次参与到载人发射
任务中。看着三位航天员进入飞船的一刹那，
容易感到无比紧张，“火箭故障检测判据制定绝
对不能出现一点偏差，一旦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后果不堪设想！”
火箭的飞行时间一共不到600秒，放在平时，这时间

转瞬即逝不值一提，但在那一天，这600秒对于容易来说
仿佛600分钟那样漫长。直到三位航天员顺利进入太空，
坐在火箭大厅里的容易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干火箭的人
都知道，我们最不希望发挥作用的就是逃逸系统，但一旦
发生意外，这个系统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这沉甸甸的八个字，容易始终
放在心上，“航天员坐在我们的火箭里，让他们安全准确地
到达预定轨道，是我们每一个载人火箭团队人员的责任和
使命。”

2016年底，容易又参加了重型运载火箭的攻关，并于
2017年担任副总师。

人们很难将身材娇小、面容清秀的容易与重达几百
吨甚至好几千吨的重型火箭联系起来，但容易却欣然接受
了更大的挑战。

什么是重型火箭？容易告诉记者，“运载火箭分为小
型、中型、大型和重型。重型火箭是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
的重要运输工具，在航天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
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重量级”火箭带来“重量级”考验。重型运载火箭的
规模和能力更大，但研制难度也非同一般。经过大量探
索，容易决定带队跨专业跨系统集成优化方案。“我们一共
经历了5年的攻坚，我和团队开展了基于构型的差异化运
载能力设计余量精细化研究，开展了总体弹道、动力、载荷
和结构等多专业联合优化设计，开展了智慧火箭的技术探
索，采用任务目标分级的模式，通过故障诊断、控制重构、
弹道重规划等技术手段，从设计源头提高了重型运载火箭
的任务适应性，形成了重型运载火箭的总体方案和系列化
型谱，取得了以10米箭体结构设计制造等为代表的一系
列重大进展，拓宽了重型运载火箭发展通路。”

在工作中，容易一直在做“难而正确的事”，“难是指挑
战，有关键技术需要突破，研制模式需要创新；正确是指方
向正确、目标可达，也就是说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
攻关才能实现既定目标。”这既代表着挑战、风险，也代表

着探索、拼搏，更意味着骄傲与自豪，在容易看来，这也正是
航天事业的魅力所在。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
安陈？两千年前，屈原向天叩问宇宙起源，这
是中华民族对宇宙求知的先声。

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国航天事业的宏伟
画卷徐徐展开，无数英才在其上书写重要篇章，容易也在这
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年来，在不断攻坚的路上，容易从一名航天专业的学
生，成长为航天事业的实践者，如今，更是成为我国航天道
路上的探索人。

随着我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单”，容易
的工作也开始迎接新的挑战，“大家可能这两年有一个很直
观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国家火箭发射的次数在明显增多。”

继神舟十二号飞船发射成功之后，2021年10月神舟十
三号、2022年6月神舟十四号、2022年11月神舟十五号、
2023年5月神舟十六号、2023年10月神舟十七号也相继
发射成功。据报道，2023年，我国共实施了67次航天发射
任务，位列世界第二。再展望2024年，中国航天预计要实
施100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纪录。在这些亮眼的
成绩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无数航天人的心血
与奋斗。

“过去，载人火箭可能要两、三年，甚至五年才发射一
次，现在，每年发射两次已经成为常态化。在这样的发射
频率前，我们现在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如何保证在高
密度发射要求下的质量一致性；其次，空间站的长期在轨
运营，也对火箭提出了应急发射的需求。”容易介绍道。

面对挑战，容易和团队的成员们不断优化流程、提质
增效，“这几年，我们在保证火箭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同时，
不断优化改进发射流程，现在，已经将发射的周期压缩了
40%，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完成更多发射任务的
能力。”

谈到我国航天事业的成绩时，容易告诉了记者几个数
字：“我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展速度呈现了跨越式突破，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1970年 4月 24日完成第一次发射，
2023年12月20日我们迎来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00
次发射，第一个100次用了37年，第二个100次用了7年
半，第三个100次用了4年3个月，第四个100次用了2年9
个月，第五个100次仅用了2年。”

在容易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体现的是整个产业
链从设计、制造、试验、管理，全方位能力的提升，得益于技
术不断改进持续创新，得益于航天文化和航天的质量体系，
更得益于航天的全国大协作模式和全国人民对航天的热情
支持和关注。

工作十几年来，容易常常被中国航天人的协作精神和
奉献精神而感动，“航天行业，是一个需要高度协作的领
域。每个人、每个部门，都如同火箭上的每一个部件，缺一
不可。很多次我深入车间和工厂，想要更了解火箭，在现
场，我目睹了操作工人和工艺员的履职尽责，面对困难，他
们从不退缩，总是积极承担，他们对待火箭的热爱，可以说
比对自己的孩子还珍视，那种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精
神，那种对于航天的敬畏之心，也总是鼓舞着我。”容易动
情地说。

目前，容易担任我国新型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正在不
断接受新的、更大的挑战。在航天的领域里，“勇敢者”的称
谓不是单指任何一个人，它属于全体航天人，正如《中国妇
女报》联合国货护肤品牌HBN共同打造的公益短片《她的
成长故事——求真的决意II》中所讲述的：“专注内心所求，
让每一次的突破，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容易常常感慨：“中国航天正处于一个从跟跑向领跑过
程转变的时期，国家有这么多重大工程，让我们有机会去探
索浩瀚的宇宙，将个人事业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结合，我感
到非常幸运。”

展望我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容易告诉记者：“从飞行成
功率和火箭的综合性能，我们成绩斐然，但客观地讲，我们
在重复使用、智能化、运载能力、运载效率等方面还有差
距，需要我们迎头赶上，这些也都是我国运载火箭发展的
方向。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计划要去实现，目标是提升科
学认识太空的能力、自由进出空间的能力、有效利用太空
的能力。”

为了火箭腾空起，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一份对于浩
瀚宇宙的求索，更是一个中国航天人努力践行“探索浩瀚宇
宙、建设航天强国”的使命担当。

起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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