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字构型中国空间站首迎地球“访客”
——天舟五号任务看点

关注关注编辑编辑 // 张 奇 校对张 奇 校对 // 郭 娜郭 娜 1111版版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1414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晚报版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12日电 （记者 胡喆、陈凯姿、

李国利、宋晨） 11月12日，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在我国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精准送

入预定轨道。这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在太空迎接

“天舟快递”，“天舟快递”也将定期送货，空间站天地货物运输

开启常态化运营模式。“天舟快递”如何做到精准投送？此次

发射有何看点？

自执行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发射任务起，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

船五度携手，火箭总体技

术状态趋于稳定，测发周

期也由最初的 42 天逐步

缩减到27天。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总体主任

设计师邵业涛介绍，本发

火箭进行了 10 项技术改

进。研制团队重点通过并

行或合并测试项目、优化

使用维护条件、简化操作

复杂的项目等，不断提高

测试发射效率。

随着空间站转入长期

在轨运营阶段，未来几年，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将保持

每年 2 次左右的发射频

率，为空间站天地物资运

输提供保障。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达14吨，搭载远征上

面级，可实现太阳同步轨

道 9.5 吨的运载能力，既

可发射天舟货运飞船，也

可发射其他卫星，将在中

低轨卫星发射中发挥更

大作用。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在火箭点火起飞后约2个

小时，顺利与在轨运行的

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这是空间

站建造阶段最快速的交

会对接，标志着我国快速

交会对接技术成功在轨

验证。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所交会对接首席专家

解永春介绍，和天舟货运

飞船此前的6.5小时快速

交会对接相比，天舟五号

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方

案的调整。

“一是优化了交会对接

的制导控制策略，将远距离

导引过程中的多圈次飞行

压缩为半圈，将多次变轨

压缩为两次综合机动，该

部分用时由原来的约4个

小时减少到约 1 个小时；

二是在近距离自主控制

段，减少了多个停泊点，类

似动车组减少经停车站数

量。如此，该方面的时长

将由2个多小时缩短为约

40分钟。”解永春说。

解永春表示，这种 2

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对

于我国空间站的长期在

轨运营有着非常现实的

意义，可以极大提高我国

的太空紧急救援能力，缩

短运输时间，使运输特殊

鲜活试验品成为可能。

如果将该技术用于神舟

载人飞船，将让航天员更

快进入空间站。

此次发射的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 是 空 间 站“T”字 构

型 组 装 完 成 后 ，首 艘 访 问

的飞船。

作为空间站建造的关键

核心产品，对接机构是实现空

间站各个舱段间在轨连接、组

合运行的重要系统。自 2011

年对接机构首次成就“太空

之吻”以来，至此已有21套对

接机构在轨完成了25次完美

亮相。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飞船

型号对接机构负责人丁立超

表示，每一次“太空之吻”都

不是简单复制，随着空间站

构型的不断改变，空间站组

合体的体量也在不断变化。

从“一”字构型到“L”构型再到

“T”字构型，多构型带来的全

新状态也是对接机构必须面

临的考验。

“此次天舟五号的对接目

标达到 80 吨量级，是空间站

建造以来对接机构迎来的最

大吨位。”丁立超说。

丁立超介绍，作为一款为

空间站而生的产品，升级后的

对接机构在设计阶段就充分

考虑到如今空间站建造需要

具备的 8 到 180 吨各种吨位、

各种方式的对接能力。特别

是天舟五号对接机构更是开

展了数十次与80吨对接目标

的捕获缓冲试验，验证了产品

的可靠性。

按计划，天舟五号货运

飞船不仅要完成上行物资的

使命，还将承担实验支持的

职责。此次发射的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装载了神舟十五号

3 名航天员 6 个月的在轨驻

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

（试）验装置等物资，还搭载

了“ 澳 门 学 生 科 普 卫 星 一

号”、宇航用氢氧燃料电池、

空间宽能谱高能粒子探测载

荷等试验项目。这些载荷将

在空间失重环境下开展科学

实验，对一些前沿航天关键

技术进行验证。

此外，天舟五号货运飞

船还搭载了植物种子，用于

开展航天育种实验。种子主

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等主

粮作物和少量林木种子。后

续，这些种子将通过载人飞

船返回地面，经过地面培育

后投入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

舟五号货运飞船上搭载的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自主研发

的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载荷，

计划开展我国首次燃料电池

空间在轨试验，为后续宇航

燃料电池应用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和数据支撑，推动宇航

燃料电池工程应用发展，为

我国载人探月任务推进提供

支持。

长征七号再送天舟飞船

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
成功在轨验证

首艘访问
“T”字构型空间站的飞船看点三：

为空间站带去物资“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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