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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空间站：

开启中国人“太空定居”新时代

我国正在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一直备
受关注。

“重型火箭是具有跨代意义的运载火
箭，其研制需要八到十年时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以下简称一院）
首席总设计师姜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
示。

姜杰介绍，重型运载火箭可以跨越式提
升我国进入空间和利用空间的能力。其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达百吨级，地月转移轨道运
载能力50吨级，任务覆盖面广、适应性强，既
可用于空间舱段、空间太阳能电站等近地轨
道大规模发射任务，也可用于载人登月、载
人火星/小行星探测、太阳系边际探测等深
空探测任务，使我国空间活动进入全新的大
规模探测阶段。同时，重型运载火箭可为我
国未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开辟新途径。

不过火箭专家也表示，重型火箭研制需
要有足够的耐心。

记者从一院了解到，我国重型运载火箭
的设想从 2010 年开始论证，2015 年正式提
出技术方案，目前方案还在不断细化优化
中。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 2021年 12
月曾表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也将有型谱规
划，目前我国已确定发展规划，正在进一步
深化论证。

目前我国已经突破多项重型火箭相关
关键技术。

2021年7月25日，将用于我国重型运载
火箭芯二级的 220吨高压补燃氢氧发动机，
在一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完成首台样
机研制生产，性能指标达世界先进水平。至
此，该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与方案深化论证
阶段工作全部完成。

2020 年，一院总体设计部完成“钛合金
气瓶及涂层液氧环境敏感性试验”，验证了
该气瓶在液氧环境使用的可行性，标志着我
国首个可应用于液氧环境的大容量低温钛
合金气瓶诞生。该气瓶将用于重型运载火
箭等飞行器增压，提升运载火箭增压效率。

2021年 7月，一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
司团队在武汉完成了国内首件直径9.5米贮
箱箱底圆环的组合焊接，这成为重型运载火
箭9.5米贮箱研制的起点和基础。

此外，我国已突破的重型运载火箭相关
关键技术还包括国内首个2.5米级重型氢氧
发动机喷管、世界第一件采用整体锻造技术
的10米级铝合金环件等。

姜杰表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极具技术
先进性，其研制必将伴随运载火箭设计生产
试验相关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集群突破，牵引
运载火箭以及各类新型航天器的集群化发
展，并辐射带动航天相关产业全面发展，促
进国家航天科技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跨越
式提升，强有力地支撑航天强国战略。

同时她认为，重型运载火箭工程的实
施，必将牵引精密制造、新材料、新工艺、新
能源等相关领域科研能力、生产能力的大幅
度提升，使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形成引领世
界相关技术发展的优势能力，形成以系统创
新为牵引、专业技术创新为支撑的良好格
局。同时可对我国基础工业发展和制造业
产生巨大牵引作用，促进航空、船舶等其他
相关行业的发展和跨域，带动我国民用产业
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有力引领和推动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

据《科技日报》

今年 5 月起，中
国空间站工程将进
入建造阶段。建成
后的中国空间站由3
个舱段、2 艘载人飞
船和1艘货运飞船构
成，总质量近100吨，
装载着空间生命和
生 物 科 学 、材 料 科
学、燃烧和微重力流
体科学、基础物理等
领域的大量先进实
验装置。

2021 年 4 月 29 日，天宫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成功发射，宣告我国开启空间站任务新时
代。同年我国又发射了2艘载人飞船和2艘货
运飞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射任务五
战五捷。

天宫空间站被航天人称作“太空别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

师周建平介绍：“我们在空间站构型布局上进
行了精心设计，以保证空间站具备更强大的科
学和应用能力；在舱段外安置了外置平台，以
确保空间站能够进一步扩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洪介绍，2022 年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将完成6次发射任务，包括天舟四号和天
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以及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的发
射，并实施在轨交会对接、出舱活动和飞船返
回任务，全面建成空间站。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党委书记赵小津围绕充分
利用太空资源加强空间生物研发创新提出
建议。

“我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全面建成，能够
为空间实验提供长期、稳定的科研平台，可
保障空间生物技术和安全研究，提升国家生
物安全水平。”赵小津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神舟一号飞行任
务开始，在历次任务中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
值或社会效益的项目，在服务带动科学研
究、农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天宫空间站更是以建设国家级太空实
验室为目标，将着力开展科学前沿的创新性
实验和应用研究，持续推动空间科学与技术
进步。

“建造空间站最主要的目的是建成大型
空间设施，在轨开展大规模空间科学空间应

用和空间技术方面的验证和研究，以带动科
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周建平说。

在国际合作方面，天宫空间站也将搭建
广阔平台。

2018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与联合国外空司发布公告，对外征集围绕中
国空间站的空间科学应用项目。经过两轮
选拔，首批共有来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
9个项目入选，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空间天文、微重力流体与燃烧等领域。
后续批次的合作项目还将陆续征集。

截至目前，神舟 13号乘组已在太空飞
行140天。在这期间，周建平多次与他们电
话交流。“他们的工作、身体和生活状态都很
好，完成了迄今所有计划的飞行任务，40多
天后他们将从浩瀚太空重返地球家园，这也
将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
圆满收官。”周建平说。 据《科技日报》

姜杰委员：

重型火箭将开辟
商业发射服务新途径

今年5月进入建造阶段

2021年 4月 29日 11时 23分，搭载空间
站核心舱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从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核心舱是空间站的控制舱段，是最重
要的舱段。”周建平说。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任务
总设计师杨宏介绍，天和核心舱是我国目前
研制的最大航天器，可支持3名航天员长期
在轨驻留，支持开展舱内外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

周建平介绍，中国空间站起步较晚，但
有后发技术优势。可以说，中国大型空间站
建造能力处于国际前列。一方面是技术新，
例如天宫空间站能源系统光电转化效率超
过30%，供电能力更强。天宫空间站采用电
推进系统，比冲高，是化学推进的5倍，可以
大大减少推进剂消耗。另一方面是建造保
障强，天和核心舱保障技术完全靠自力更生
研发而成，环控生保技术闭合度最高，让空
间站的经济性更加突出。

成功发射核心舱后，我国又先后发射了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天和核心舱已经持续安全稳定运行了
10个月。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 2个航
天员乘组相继执行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任
务。”周建平3月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通道”
介绍，“截至目前，神舟十三号乘组已完成所
有计划飞行任务。40多天后他们将从浩瀚
太空重返地球家园，这将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圆满收官。”

今年5月起，中国空间站工程将进入建
造阶段。记者了解到，建成后的中国空间站
由 3个舱段、2艘载人飞船和 1艘货运飞船
构成，总质量近 100吨，装载着空间生命和
生物科学、材料科学、燃烧和微重力流体科
学、基础物理等领域的大量先进实验装置。

出舱任务更加复杂

太空行走是载人航天三大关键技术之
一。空间站外部设备的安装、维修、更换，都
需要航天员出舱完成。

相比神舟七号任务中 20 分钟的出舱，
空间站出舱任务的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大
大提高。

神舟十二号乘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先后实施2次出舱活动，共持续约13个小
时，圆满完成了设备组装等任务，检验了我
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
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能力，验证了出舱
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为
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顺利实施奠定了重要
基础。

神舟十三号乘组实施的 2次出舱任务，
不仅完成了机械臂悬挂装置与转接件安装
和舱外典型动作测试等作业，还使2位航天

员创造了纪录：3次出舱的翟志刚成为我国
出舱次数最多的航天员，王亚平成为我国首
位出舱女航天员。

接下来，航天员在空间站的任务将更加
复杂。

周建平透露，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飞行
期间，将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和梦天实
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他们
的任务包括 2 个舱交会对接和转位过程中
的状态监视和必要时的控制，以及对接后大
量状态设置和转换工作。

今年年底前，神舟十五号乘组将飞往空
间站与神舟十四号乘组会师太空，在轨共同
飞行一周左右时间，然后神舟 14 号乘组将
返回地面。后续神舟十五号乘组的主要工
作将转向空间科学和应用方面，包括实验设
备的安装调试和科学实验工作。

为空间科学研究搭建广阔平台

2021年12月9日，王亚平（左）、叶光富在进行太空授课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首席总设计师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