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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昌 4月 29 日电 记者安普

忠、李一叶报道：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

搭 载 空 间 站 天 和 核 心 舱 的 长 征 五 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 火 升 空 ，约 494 秒 后 ，天 和 核 心 舱 与

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12 时 36

分，太阳能帆板两翼顺利展开且工作正

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

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

建造全面展开，为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

空间站组装建造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基础。

天和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发射入轨

的首个舱段，主要用于空间站统一控制

和管理，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力，可支持

航天员长期驻留，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

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起飞质量 22.5 吨，是

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规模最大、系统最

复杂的航天器。

后 续 ，天 和 核 心 舱 将 先 后 迎 接 天

舟 货 运 飞 船 和 神 舟 载 人 飞 船 的 访 问 ，

在 全 面 完 成 空 间 站 关 键 技 术 验 证 后 ，

与 问 天 实 验 舱 、梦 天 实 验 舱 实 施 交 会

对 接 ，完 成 空 间 站 三 舱 组 合 体 在 轨 组

装建造。

参加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天

和核心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这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67 次飞行。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同样的目光，同样的期待，同样的

梦想。

2021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23 分，中国航

天迎来又一个壮丽时刻——地面轰隆震

颤，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托举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直刺苍穹。火箭的尾

焰映照在年轻航天人曾涛眼眸中。

距离发射塔架不到 500米处，高速摄

影机的镜头，正记录着新一代运载火箭

从文昌航天发射场起飞的壮丽瞬间。

“如果说这是一个梦想，我就处在梦

想的‘圆心’。”负责遥控高速摄影设备的

曾涛自豪地说。

文昌航天发射场，中国航天梦想的

新“圆心”——

这 一 刻 ，神 州 大 地 宛 如 一 个 同 心

圆，无数双眼睛共同注视着这个梦想的

“圆心”。

西北大漠，雷达技师李涛的手机响

了：“‘老伙计’上天了！”抬起头，李涛不

由自主地望向车窗外遥远的天际。

作为酒泉卫星中心搜救回收大队的

一名老航天人，李涛曾打开过从神舟一

号至十一号所有飞船返回舱的舱门。

首都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

厅，总工程师谢剑锋坐在测控电脑前，凝

神关注火箭发射状态。

从神舟一号到天宫二号、神舟十一

号，谢剑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

每一步跨越。今天，他的目光投向天和

核心舱，投向中国空间站的未来。

“火箭助推器分离”“火箭一级分离”

“抛整流罩”……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挥控

制大厅，报告声接连不断。长征五号系

列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刘秉，紧盯着

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

为了这一刻，刘秉和同事用了整整

10 年。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

师李东为此写下词句：“斗转星换，十年

终铸成巨箭。甘苦暑寒，波折历罢捷报

传。初心不变，今日梦筑空间站。更待

来年，鲲鹏扶摇九重天！”

此刻，在凝结着光荣与梦想的中国

航 天 时 间 轴 上 ，中 国 迈 进“ 空 间 站 时

代”。为了今天，一代代航天人不懈拼搏

的足迹镌刻在历史长河中——

自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

飞向太空，至今已经过去 10 年；自 1992

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至今已经过去 29

年；自 1970 年东方红一号飞入太空，至

今已有 51 年……

11 时 31 分许，天和核心舱与长征五

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

轨道。12 时 36 分，太阳能帆板两翼顺利

展开，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这一刻，火箭发射动力系统助理工

程师蒋云龙和身边的伙伴们鼓掌欢呼。

这一刻，蒋云龙的父亲正在吉林榆树家

中，通过电视与儿子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小时候，蒋云龙从家里那台小小的

黑 白 电 视 机 里 ，第 一 次 目 睹 了 火 箭 发

射。那时的他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

成为“火箭人”，成为中国航天伟大奇迹

的书写者之一。

“天和将至。”2000多年前，中国哲学

家庄子以一种穿越时代的口吻，诉说着“天

地人和”的美好寓意。

在古老的中国典籍《诗经》中，中国

先民以动人心魄的诗意，寄托着“小康”

的梦想。

“天和”“小康”，这两个源自 2000 多

年前中国典籍中的词语，用来注解今天

的中国再恰当不过——

天和核心舱“问天”之际，太空迎来

人类新家园；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小康社

会正全面铺开幸福画卷。

天上一个家园，地上一个家园。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

个家的今天，是神州大地的亿万双手创

造出来的；这个家的明天，同样要靠无数

中国人一起去开拓。

神州一心，天地人和。

（本报文昌4月 29日电）

神州一心 天地人和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侧记

■本报记者 王通化 杨 悦 李一叶

2021 年 4 月 29 日，天和核心舱成功

发射，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正式拉

开大幕。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之际，我国空

间站建设迈上新的起点。从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到今日

的天和核心舱，再到未来的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中国航天人向着建设空间

站的目标奋力前行，太空家园的梦想正

一步步走向现实。

一路行来，众望所依。

在中国空间站建设发展的道路上，

世人关注的目光从未缺席——

2018 年 11 月 6 日 ，第 12 届 中 国 航

展。天和核心舱在珠海首次对外亮相，

以 1∶1 的实物形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航

天爱好者们蜂拥而至，只为一睹中国未

来太空新家园的风采。

2019 年 6 月 12 日，奥地利维也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

空间事务办公室联合宣布，17 个国家的

9 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

入选项目。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对此盛赞：中国开

放空间站是一个“伟大范例”。

2020 年 5 月 5 日，海南文昌。长征

五号 B 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成功发射，载荷组合体与火箭分离进入

预定轨道。许许多多航天人都为这场投

注了无数心血的“首战告捷”欢欣鼓舞。

“作为专门为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

建设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B

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空间站工

程建设进入实质阶段。”长征五号 B 运载

火箭系统总指挥王珏说。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通过

在轨组装构成一个“T”字构型。据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介绍，

天和核心舱将统一控制和管理空间站组

合体，统一保障载人环境，具备支持交会

对接、乘组长期驻留、航天员出舱等能

力，支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副总

设计师朱光辰表示，我国空间站完成在

轨组装建造后，可支持 3 名航天员长期

驻留，乘组轮换期间可支持 6 人驻留。

此次发射的核心舱密封舱内部具有 3 倍

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

间，能保障航天员的日常生活起居、就

餐、在轨锻炼等一系列活动，甚至可以实

现空间站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话和收发

电子邮件。

长征五号 B 火箭首飞与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

站在轨组装建造阶段的序幕。按计划，

我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分为关键技术验证

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共规划 12 次飞行

任务，计划 2022 年前后完成。其中，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规划了 6 次任务，除了

已完成的长征五号 B 火箭首飞和天和核

心舱发射，今年还将陆续实施天舟货运

飞船和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射。

据介绍，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是

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

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

参与科学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

能力的国家。

（本报文昌4月 29日电）

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正式拉开大幕
■本报记者 杨 悦 李一叶 安普忠

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华民族的问天

长歌，又奏响了新的乐章。

11 时 23 分，中国文昌，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搭载着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在海天之间留下一道长长尾焰，飞

向太空。

12 时 36 分，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中国空间站建设首战告捷！这也意

味着，自 2019 年 7 月 19 日天宫二号从太

空返回地球家园后，浩瀚太空再次迎来

“中国宫”。

更重、更大、更硬核

如果说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个“胖

子”，那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就是“矮

胖子”。重，是“胖子兄弟”的共同特征。

作为专门为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建

设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B 全

箭总长约 53.7 米，比长征五号矮了约 3

米、轻了约 20 吨，但力气更大，一次能送

超过 22 吨的载荷，是目前中国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这个“矮胖子”有一个巨硕的整流罩，

人送雅号“大脑袋”，长达 20.5米，直径 5.2

米，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火箭整流罩。

这样的设计，是为天和核心舱“量身

定制”的。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航天器，

天和核心舱长 16.6 米，最大直径 4.2 米，

起飞质量 22.5 吨。装进火箭整流罩里，

像坐进了飞机的头等舱一样舒适。

天和核心舱入轨时，相当于一辆高速

行驶的火车突然刹车，还要稳稳停靠在指

定位置。研制团队从入轨姿态控制、入轨

精度控制、分离安全控制三个方面开展大

推力直接入轨关键技术攻关，满足了对姿

态控制和制导精度控制的指标。

此外，“零窗口”发射技术的成功应

用，为分秒必争的交会对接任务争取出

宝贵的±1 分钟，助力空间站舱段在太

空中实现顺利“牵手”。可靠性更高的解

锁技术和一系列的减振降噪技术，把舱

箭分离时巨大的分离冲击降到最小，使

得天和核心舱“到站”以后，可以轻松优

雅地从整流罩里“下车”，减少长途颠簸

造成元器件损坏。

作为目前世界在役火箭中唯一一级

半直接入轨的火箭，长征五号 B 火箭所

有发动机的点火都在地面完成，无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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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天、问月、问星河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人不仅实现了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全球组网、火星探

测器成功实施火星捕获，还成功从月球

上带回了“土特产”。

自 1999 年发射神舟一号以来，载人

航天工程已先后组织实施 17 次重大飞

行任务，完整掌握了天地往返、出舱活

动、交会对接载人航天三大基础性技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核

心舱，顾名思义，是空间站最核心、最重

要的组件。

天和核心舱分为大柱段、小柱段、资

源舱、节点舱和后端通道，设置了 3 个对

接口和 2 个停泊口，内部空间有 50 立方

米，可以满足 3 名宇航员在轨长期驻留

和开展科学实验。

天和核心舱入轨后，还将有问天、梦

天两个实验舱择机发射升空，与天和实

现对接。空间站组建完成后，体量将达

到 100 吨，天和的两个泊位，可以靠泊货

运飞船和载人飞船。

在成功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后，长征

五号系列火箭已经成功完成了 5 次重量

级发射任务，实现了在 16 个月间的“五

连胜”，包括火星探测器和月球探测器。

萌萌的“胖五”已成为新一代运载火箭中

首个进入高密度发射的型号。

新质、新局、新长征

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后，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总体设计部设计师黄虹就要正

式退休了。看着长征五号系列火箭从方

案阶段到渐渐成型的她，其实早已达到

退休年龄。

1992 年，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建造空间站、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三步走”

战略的重要目标。如今，天和核心舱发

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

实基础。

从 1992 年 到 2021 年 ，29 年 是 一 代

人的青春，也是漫漫征程中的一瞬。黄

虹就是一代航天人的代表。

“80 后”柏林厚已经走上了中国空

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的岗位。在他看

来，自己已经是一名老同志，身边一群

“90 后”已经成为主力队员。

按计划，我国空间站将于 2022 年前

后完成建造，一共规划 12 次飞行任务，

包括 3 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 次货运飞船

发射以及 4 次载人飞船发射等。

密集的发射任务让柏林厚感到压力很

大，“这就需要大家发扬传统，克服困难。”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坦

言 ，还 有 很 多 关 键 技 术 需 要 解 决 和 突

破。比如，宇航员在空间站长期驻留期

间的用水问题等。

“每一项都是很大的挑战。”周建平

说，需要集中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工业部门的优势力量攻关。在他看来，

通过解决空间站面对的关键技术，还要

带动国家整体行业水平的发展，这才是

载人航天工程应该发挥的龙头作用。

仰望星空，中华民族探索宇宙之旅，

如同那枚乳白色火箭的名称：长征。这

条路，必然伴随困难、挫折，甚至牺牲。

在这条路上，唯有理想信仰可以撼乾坤，

只有科学精神可以破苍穹。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4 月 29 日电

记者黎云、李国利）

上图：火箭升空。

本报记者 王卫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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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4月 29 日电 记者岳雨

彤、通讯员田枝报道：“陵水、三亚跟踪正

常，华山飞行正常！”今天 11时 23分，伴随

着长征五号 B遥二运载火箭升空，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组织三亚测控站及时快速完

成目标捕获，长时间稳定跟踪火箭和天和

核心舱，护送目标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西安卫星测

控中心主要作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的备份中心，承担着对空间站的轨道

计算与控制任务。来自各测控站点的

遥测数据，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西安卫星

测控中心指挥大厅。与此同时，测控资

源调度机房中的技术人员正密切监视

全国各地测控设备的运行状态。作为

我国航天测控网运行管理中心，该中心

将组织分布在喀什、三亚、青岛、渭南等

地的多个测控站点，对航天器实施长期

跟踪与测控。

“核心舱及后续货船、飞船的发射

与 在 轨 运 行 ，时 刻 离 不 开 强 大 的 地 面

测控支持。”该中心任务负责人告诉记

者 ，核 心 舱 后 续 还 要 进 行 变 轨 和 调 相

控 制 ，他 们 将 不 断 优 化 跟 踪 测 量 和 控

制 计 算 方 案 预 案 ，确 保 核 心 舱 顺 利 进

入工作轨道。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护送目标顺利入轨

本报北京 4月 29日电 王然、记者

王凌硕报道：今天 12 时 36 分，天和核心

舱太阳能帆板两翼成功展开，标志着北

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执行天和核心舱

上升段和入轨段天基测控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火 箭 发 射 后 不 久 ，“ 天 链 二 号 ”01

星、“天链一号”04 星相继准确捕获到天

和核心舱，建立起卫星与核心舱间的前

返向链路，确保将地面运控中心手中的

“绳子”牢牢“套”在核心舱上。

此次任务负责人马超告诉记者，这

是第二代中继卫星第一次正式参与载人

航天任务。在后续的任务中，它将发挥

自己的独特优势，大大提高测控系统的

效率及稳定性。

作为此次空间站任务的主要测控手

段，中心还将对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

飞船及组合体提供长期天基测控与数据

中继服务。

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提供天基测控服务

本报讯 亓创、记者安普忠报道：搭

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长征五号 B 遥二

运载火箭 29 日 11 时 23 分点火升空后，

远在大洋的远望 5 号船顺利接过陆上测

控接力棒，精准高效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作为这次任务唯一的海上测控点，

远望 5 号船各系统目标捕获迅速、数据

录取完整、信息交换正确，准确高效地向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文昌航天发射

场发送实时测控数据，有效保障了多项

关键动作。

据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总工程师刘

冰介绍，相比此前海上测控任务，本次任

务准备时间更紧、技术难度更高、风险挑

战更大。远望 5 号船加强与北京飞控中

心信息交换，提前与文昌发射场开通链

路，多次召开技术交流对话，并在任务前

多次进行捕获与重捕演练，提升岗位操

作及目标捕获能力，确保风险可控、万无

一失。

远望 5 号船精准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本报讯 记者安普忠、王凌硕报道：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中，使

用了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柔性太阳

电池阵。这是该技术在我国航天工程领

域的首次应用。

太阳电池阵是航天器在轨的唯一能

量来源，是决定任务成败和在轨工作寿命

的核心要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专家于辉介绍，第三代柔性太阳电池阵

具有输出功率大、重量轻、收藏体积小、在

轨寿命长、可重复展收等技术特点。

据悉，该型太阳电池阵单位面积重

量仅为传统太阳电池阵的 50%，发电能

力提高一倍，收拢体积缩小 20%，能有效

节省空间站各舱段的宝贵空间，提升其

安装载荷能力，更好地满足空间站各项

科学试验需求。

目前，该太阳电池阵全部技术均实

现自主可控，光电转换效率、太阳电池阵

输出功率、设计寿命等各项性能指标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代柔性太阳电池阵在我国航天工程领域首次应用

本报讯 记者安普忠、王凌硕报道：

在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中，我国实现了

测控通信覆盖率 100%，首次应用了新一

代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系统——第三代

“综合化测控体系”。

此次发射任务中，相关科研单位依

托陆上测控站、海上测量船、中继卫星系

统，从不同维度编织了一张覆盖海、陆、

空的通信测控网。

第三代“综合化测控体系”在测量

精度和抗干扰能力上都实现了大幅提

升 ，具 备 多 重 组 、深 综 合 、全 国 产 、高

可 靠 4 大 特 点 。 新 一 代 测 控 系 统 已 实

现 100% 国 产 化 ，稳 定 性 、可 靠 性 显 著

提高。

此外，卫星通信系统进行了全面升

级。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其卫星通信能力

提高多倍，首次建设了 TDMA 组网信道

设备，使任务组网更灵活，节省超过 50%

的卫星资源，大大增强了任务数据传输

能力。

我国新一代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系统首次亮相太空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