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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空间站

　　苍茫的大海，密布的乌云，剑指苍穹的长征
火箭……
　　 4 月 29 日，海南文昌。中国航天迎来一
个 可 以 载 入 史 册 的 时 刻 — —— 天 和 核 心 舱
发射。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发射。
　　 8 时稍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
露，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
加注。
　　此时，海风轻拂椰林，高大挺拔的发射塔架
巍然矗立，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进入发射倒计时。
　　最大直径 4.2 米，发射重量 22.5 吨，天和
核心舱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航天器，也是空间站
的主控舱段，主要对整个空间站的飞行姿态、动
力性、载人环境进行控制。
　　“各号注意，30 分钟准备！”
　　 10 时 53 分，发射任务 01 指挥员廖国瑞
发出倒计时口令。
　　在氮气气源库工作的技术人员黄腾达和同
事们，把设备切换成远程控制模式，开始撤离工
作岗位。余下的工作，将由远在数公里之外的工
作人员接手。
　　高度信息化、自动化，是天和核心舱发射的
特点之一。
　　为了这一天，中国航天走过了 29 年———
　　 1992 年，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
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开展空间
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
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
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
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
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各号注意，15 分钟准备！”
　　 11 时 08 分，01 指挥员的倒计时口令再
次发出。
　　被称为“金手指”的程子平在测发大厅内密
切注视着电脑屏幕前的数据状态变化。他的职
责是为长征五号 B 发射按下点火按钮，送天和
核心舱出征。
　　承压、连续、坚守，面对多箭多装备同时在
场测试，关键环节多、危险操作多、工作安排紧
的情况，发射场科技人员大力强化质量控制管
理和科技创新，这是这座年轻航天发射场的鲜
明特征。
　　为了这一天，文昌航天发射场走过了 14
年———
　　 2007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战
略决策：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发射场。一批西昌航天人走出大凉山，千里辗转
奔赴海南。

　　从长七、长五首飞到天舟升空，从长五遥二
失利后的沉寂，到长五遥三复飞、长五 B 首飞、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嫦娥五号发射……伴
随着一枚枚火箭腾飞，文昌航天发射场一期能
力已经全面形成，拉开了二期和后续职能拓展
和能力提升的序幕，为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
场奠定坚实基础。
　　“各号注意，5 分钟准备！”
　　“各号注意，1 分钟准备！”
　　扶持火箭的摆杆徐徐打开，发射塔架上与
火箭相连的各系统设备自动脱落。
　　指控大楼、观景平台、测控点号……人们屏
住呼吸，或远眺火箭，或紧盯屏幕，原本热闹的

发射场安静下来。
　　“10 、9 …… 3 、2 、1 ，点火！”11 时 23
分，伴着山呼海啸般的巨响，长征五号 B 运
载火箭拖曳着耀眼的尾焰拔地而起。
　　“火箭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测信
号正常！”……指控大厅内，火箭飞行数据从
各测控点实时接力奔涌而至。
　　约 174 秒，整流罩分离。
　　约 494 秒后，舱箭成功分离。
　　 12 时 36 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热情地鼓掌、握
手、拥抱、欢呼，还有人眼含泪花。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东方红一
号开启太空时代，到今天空间站太空开建，中
国航天再次踏上了新“长征”。
　　“按规划，空间站将在 2022 年前后建
成。在轨飞行可达 10 年以上，支持开展大规
模的空间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空间应用等
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
平说。
　　站在指控大楼远眺，火箭腾空后的发射
塔架依旧伫立海滨，发射场工作人员开始了
发射后维护工作。
　　此时此刻，执行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

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正在文昌航
天发射场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
工作。
　　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从这里起飞，飞赴
太空与天和相约。
　　此时此刻，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
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
载火箭，正在千里之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也将从那里起飞，飞
赴太空与天和相约。
        （李国利、黄国畅、屠海超）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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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9 日电（记者胡喆、陈凯
姿）29 日，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在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场成功将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精准送入预定轨
道，成功跑出我国航天工
程空间站建设“第一棒”，
同时与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共同搭建起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的“天地运输走廊”。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是专门为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站建设而研制
的，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
载火箭，于 2020 年 5 月
成功首飞。空间站核心舱
是我国迄今为止重量最大
的载荷，重达 20 几吨，只
有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
能够胜任。发射空间站核
心舱，也是该型火箭的首
次应用性发射。
　　据介绍，为满足空间
站任务要求，研制团队相
继攻克了超大整流罩研制
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并结
合空间站舱段任务特点，
为长征五号 B 火箭事先
规划了应急轨道，以确保
发射万无一失，这也是我
国首次在非载人火箭上应
用该项技术。与此同时，火
箭还突破了零窗口发射技
术，以更好地满足后续实
验舱Ⅰ、实验舱Ⅱ与核心
舱空间交会对接的需要。
　　截至目前，被昵称为

“胖五”的长征五号系列运
载火箭已在 16 个月间相
继完成了火星探测器天问
一号、嫦娥五号月球探测
器和空间站核心舱等重大任务，成为新一代
运载火箭中首个进入高密度发射的型号。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研究院了解到，继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跑出

“第一棒”后，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将接力发射货运飞船和载人飞
船，这将是我国航天历史上首次呈现多型长
征火箭执行同一任务的情况。这三型火箭将
共同构建起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运输
走廊”，在“十四五”期间携手实施多次飞行任
务，助力中国空间站在两年内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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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9 日电（记者李国
利、黎云）4 月 29 日上午，我国在海南文昌成功
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主任郝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空间站建造是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
三步，自 2010 年立项以来，目前已进入空间站
建造的关键时期。

航天员太空驻留半年将成常态

　　郝淳介绍说，空间站建造分为空间站关键
技术验证和空间站建造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
段各规划了 6 次飞行任务，共 12 次。其中，
2 0 2 0 年 5 月 ，长 征 五 号 B 运 载 火 箭 首 飞
成功。
　　 2021 年，要实施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 5
次飞行任务，其中包括发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之后，我们将在 5 月和 6 月，分别实施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发射。”郝
淳表示，其中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上，航天员乘
组有 3 个人，他们将在轨驻留 3 个月。
　　他表示，9 月和 10 月将分别实施天舟三
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任

务。“其中神舟十三号有 3 名航天员，他们将在
轨驻留 6 个月。今后，6 个月的驻留就是航天员
乘组在轨的常态。”
　　 2022 年，我国将全面进入空间站在轨建
造阶段，一共规划 6 次飞行任务，包括两次空
间站舱段问天、梦天的发射任务，还包括两艘货
运飞船和两艘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这两艘载
人飞船也都分别载有 3 名航天员乘组，在轨驻
留 6 个月左右。”
　　“到 2022 年年底，我们国家的空间站就能
完成在轨建造，并转入后续的应用阶段。”郝淳
介绍，空间站设计的在轨寿命是不小于 10 年，
通过在轨航天维修维护和设备载荷更换，还可
以延长在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有望取得一批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应用成果
等科技产出。

  航天员乘组有能力完成空间站

建造阶段飞行任务

　　郝淳介绍，空间站建造阶段的航天员飞行
乘组任务繁重，要求很高，相对以前的飞行任务
来说，对他们的要求有质的变化。

　　目前，我国已有 11 名航天员进行了 14
人次的在轨飞行，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但是面对空间站阶段，对航天员和航天
乘组的要求会更高。”郝淳介绍，特别是针对
航天员出舱活动、舱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以
及科学应用载荷的操作，都需要对航天员进
行新的、要求更高的系列针对性训练。
　　目前，共有 4 个航天员飞行乘组在同步
开展训练，其中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已经完
成了绝大部分的任务训练，即将转入任务强
化训练阶段，后续的飞行乘组也都按照计划
开展各项训练。
　　“从训练的成效来看，航天员乘组有能力
完成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飞行任务。”郝淳说。
　　过去，我国航天员基本上都是从空军飞
行员里选拔的，主要的身份角色是驾驶航天
器。为了满足空间站阶段的各项要求，在第三
批航天员选拔过程中，丰富了航天员乘组的
类型，增加了工程师和载荷专家这两类航
天员。
　　郝淳表示：“在后续选拔中，我们还会扩
大候选航天员的选拔范围，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乃至其他有志于航天事业的科技人员

中进行选拔。”

  17 个国家正式确认参加中国

空间站科学实验

　　太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航天事业也是
人类共同的事业。
　　郝淳介绍，空间站工程实施以来，我国先
后和联合国外空司等一大批国家和地区的行
业机构，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涉及的领
域包括航天技术、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航天
员选拔训练等各个方面。
　　截至目前，我国与联合国外空司围绕着
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应用合作签署了合作
协议，还对外征集了第一批合作项目。郝淳
说：“已有 17 个国家参与进来，正式确认参
加中国空间站的科学实验。后续中国还将和
联合国外空司继续征集后续批次的合作项
目。”
　　郝淳表示，未来，还会有外国航天员参加
中国的航天飞行，在中国的空间站进行工作
和生活，一些外国航天员已经为参加中国的
航天飞行开始学中文。

中国航天进入空间站建造关键时期
访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主 任 郝 淳

　　 29 日，天和核心舱作为搭建中国空间站
的“第一块积木”，率先落户于中国空间站核
心位置。为实现核心舱至少在轨运行 15 年的
设计寿命要求，其推进系统成为目前中国航
天飞行器推进系统中最复杂的一个，首次实
现完全自动化，首次在航天器上配置电推进
发动机，首次设计了部分设备在轨可更换维
修方案。
　　天和核心舱推进与补加系统设计研制工
作，全部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空间推进系统研
制团队承担。据航天六院 801 所载人航天推进
系统部部长顾帅华介绍，本次核心舱发射任务
中，“三项创新”成为造就天和核心舱推进系统
的关键。
　　第一项创新，是本次核心舱推进系统首次
实现了完全自动化的高难度技术突破。科研人
员为其研制出全新的自动补加程序，使其不再
需要地面指令干预或是航天员的辅助，即可实
现完全自主补加。
　　第二项创新，是核心舱推进系统除了配备

4 台轨控发动机、22 台姿控发动机这些在航天
技术中常用的常规动力以外，还额外配置了 4
台霍尔电推进发动机，首次将电推进动力应用
到航天器上。空间站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
会因为地球引力影响轨道高度，需要发动机消
耗额外推进剂来抬升轨道。
　　霍尔电推进系统以其推力小、精确调整、工
作时间长的特性，“细水长流”地发挥作用，辅助
空间站抵抗轨道衰减，维持在原定轨道上正常
运转。可有效节省核心舱自带推进剂的消耗，保
证推进剂的合理充分利用。
　　第三项创新，是航天六院 801 所研发团队
根据核心舱在轨 15 年的寿命要求，结合实际
需求和产品风险评估，在以往可靠性设计、安
全性设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维修性设计，首次
设计了控制驱动器、霍尔电推进发动机气瓶等
设备可实现由航天员出舱在轨更换维修的
方案。
             （记者付瑞霞）
         新华社西安 4 月 29 日电

“三项创新”造就天和核心舱推进系统
　　 29 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进入
预定轨道，作为运送空间站舱段的“专属列
车”，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再次亮相，展现出
一身“独门绝技”。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采用一级半构
型，是目前世界在役火箭中唯一一级半直
接入轨的火箭。这种设计简洁的系统，使火
箭无需进行级间分离、高空发动机启动等
动作，降低了故障发生的概率，提高了可
靠性。
　　当然，要实现一级半入轨，对火箭的发动
机是个考验。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助推器配置液氧
煤油发动机，一级火箭配置氢氧发动机。

“氢氧和液氧煤油两种发动机组合形成的
基因，决定了能够构造出一级半直接入轨
的 火 箭 ，而 且 火 箭 的 固 有 可 靠 性 天 生 就
高。”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李平岐说。
　　由于后续实验舱Ⅰ和实验舱Ⅱ要与核心

舱通过交会对接，在轨进行组装，所以要求火
箭“零窗口”发射。交会对接好比在太空“穿针
引线”，失之毫厘可能差之千里，此时空间站
舱段就要消耗燃料来变轨满足对接要求，造
成能力的损失。加上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
低温火箭，实施“零窗口”发射相比常温火箭
难度大得多。
　　李平岐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制团
队对箭上控制系统迭代制导方案进行了优
化改进，实现了起飞时间与预定时间的误差
不超正负 1 分钟，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两
分钟里点火起飞，火箭到达的都是唯一的
终点。
  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修正这一时间偏
差，将空间站轨道舱精准送入原定目标位置，
从而为分秒必争的交会对接任务争取出宝贵
的时间，助力空间站舱段在太空中实现顺利

“牵手”。
          （记者胡喆、陈凯姿）
      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9 日电

长五B：空间站舱段“专属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