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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空间站“迎新”

天舟七号送去龙年春节“年货”
“3、2、1，点火！”1月17日晚，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七号货
运飞船在人群期待的目光中直冲霄
汉，向中国空间站送出2024年的“新
年太空大礼包”。

天舟七号“太空快递”与长征七
号“火箭专列”老搭档有何新升级？
“新年礼包”都有哪些来自地球家园
的礼物？2024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首次发射看点多多。

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火箭专列”
再送“天舟”赴“天宫”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
站工程发射货运飞船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
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被人
们亲切称为空间站的“火箭专列”。

2017 年 4 月 20 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本次任务已
是它第七次与“老搭档”天舟货运飞船一起
奔赴太空。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研制过程中，是
按载人火箭的可靠性标准设计的。“每发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最大特色就在于‘稳’。”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队
队员周宁说。

一般卫星发射入轨后即使位置略有偏
差也可再慢慢调整，而天舟货运飞船要与
以每秒 7.8 公里高速运行的中国空间站进
行对接，入轨精度与可靠性同等重要。为
此，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通过迭代制导控制，
二子级火箭将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修正航
向，将天舟货运飞船送到设定位置。

未来几年，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将继续
执行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以每年1至
2 次的发射频率为我国空间站正常运转提
供物资保障。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发射队队员邵业涛介绍，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正开展 5.2 米整流罩的研制工
作，将提高载荷适应范围，充分发挥火箭能
力。

“太空快递”
解锁“送货”新模式

给茫茫太空中的空间站“送货”，其难
度无异于“万里穿针”，这一过程被称为“太
空牵手”，必须既快又稳。本次天舟七号货
运飞船入轨后采用 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
案，相比常规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
进一步压缩了对接时间。

从 6.5 小时到 3 小时，时间的节省离不
开高效的指挥，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
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统便是飞船
遨游太空的“领航员”。

据悉，此次任务通过调整飞船的飞行
轨迹，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远距离导
引段缩短了一个圈次，时长相应缩短约 1.5
小时。在近距离导引段，由于技术日趋成
熟，减少了“走走停停”，缩短了约2小时。

“此次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是综合
火箭系统、空间站系统的相关要求提出的
全新对接方式。”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李

智勇告诉记者，该方案灵活度更高，适应范
围更广，进一步提高了货运飞船自主交会
对接能力，丰富了交会对接模式，进一步推
动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发展。

“新年礼包”
货物多达260余件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
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
最全的货运飞船，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
总研制。作为今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
一次发射任务，它将为在轨的神舟十七号
和后续的神舟十八号两个乘组运送补给物
资。

本次天舟七号携带的航天员系统、空
间站系统、应用任务领域、货运飞船系统和
工程总体货物多达260余件，运输物资总重
约 5.6 吨，具有装载货物种类多、大型货物
多的特点。其中，试验载荷定制货包等大
型货物，每件货物重量在 100千克以上，将
应用于空间站在轨运营、空间在轨科学试
验以及航天员生活保障。

这得益于天舟货运飞船装载量的提
升。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杨胜介绍，从
天舟六号开始，天舟系列飞船“升级”为改
进型货运飞船，装载空间和装载重量都得
到了提升。

随着飞船载货量增加，大家“备货”的
底气越来越足。天舟七号还为航天员乘组
准备了 2400 千克的生活物资，包括龙年春
节年货、新鲜果蔬大礼包等。其中新鲜水
果将近 90 公斤，让航天员在太空也能“畅
吃”果蔬。此外还搭载了多个科学载荷，对
后续空间探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为航天员乘组精心准备了龙年
的盲盒，可以为大家展现出来一个非常不
一样的、星辰大海一样的龙年。”中国航天
员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说。

此外，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建立天地
联 动 的 物 资

信息系统。随着建造阶段任务在轨数据的
累积，模型越来越精确，可对后续需求进行
精准预估，所需物资不少带同时也不多带，
补给效能不断提升。

新一代供电插座
实现低成本在轨维修

本次天舟七号的大礼包里还有一位特
别的“新成员”——可在轨独立更换熔断器
的新型供电插座。虽然这位空间站“新成
员”身形娇小，只有 10厘米见方，但却具备
快速拆装、插槽对位等多项在轨维修功能，
将对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在轨用电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如果把空间站看做一个配置豪华的
“三居室”，那么“室内”的各种载荷就像房
间中的“家用电器”，想要让它们保持正常
工作，除依靠供电电源外，供电插座也必不
可少。

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初期，供电插座一
旦发生熔断器熔断，只能进行整机更换，由
航天员将供电插座带回地面返厂维修，维
修成本高、周期长。随着空间站内空间科
学实验逐步增加，对接于供电插座的载荷
种类越来越多，用电状态和工况更加复杂，
供电插座内部熔断器异常熔断的概率增
加，整机返厂维修方式已不适应载人航天
新需求。

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开
展了基于微重力环境的熔断器组件维修技
术研究，供电插座维修方式由“整机维修”
优化为“外置器件”维修方式。

采用新一代供电插座后，航天员在轨
维修时，仅需像“拧螺丝”一样，摘掉供电插
座外置熔断器组件、更换新的组件，即可完
成维修，可大幅节约成本、缩短维修周期。

□新华社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