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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点火！”10 月 31 日 15 时 37
分，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巨响，长征五号 B 运

载火箭由海天相接处腾空而起，托举着中国空

间站梦天实验舱直上云霄。

发出点火口令的，是文昌航天发射场 01 指

挥员廖国瑞。从去年 4 月在天和核心舱任务

中完成自己航天生涯的“01”首秀，到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发射，空间站 3 个舱段的发射

都由他担任 01 指挥员、下达点火口令，“作为与

新一代发射场共成长的航天人，中国空间站从

这里飞向太空，是我们的荣耀！”

火箭升空后不久，高温带来的水蒸气逐渐

消散，高耸巍峨的火箭发射塔架露出全貌，在

阳光照射下闪耀着淡蓝色金属光泽。地处“高

温高湿高盐雾”环境，塔架这身“防腐战甲”就

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航天发射场可靠

性重点实验室工程师张东玖和团队的研发成

果。当空间站建造任务提速，张东玖牵头建设

腐蚀加速平台，为了尽快获得丰富的实验数

据，她把家安在实验室，一床棕垫、一套被褥，

一夜一夜地实验……

对于高高的发射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

箭研究院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任设计师田青

亚早已如履平地，“很多人第一次登上发射台

的时候都有些害怕，我也是，但确认好每一件

产品质量的责任感让我们战胜了恐惧。”这些

天，田青亚和发射队员在发射台爬上爬下，披

星戴月的辛苦都不及亲眼见到产品质量过关

时的放心。

“西沙跟踪正常，观测信号正常……”在火

箭升空后，西沙卫星观测站技术室主任车振纲

紧紧盯住大屏的跟踪数据曲线，直到一声声

“跟踪正常”的调度口令传来，他紧锁的眉头才

舒展开来。从满是珊瑚石的小岛到成为执行

超过 100 次任务的现代化航天观测站，车振纲

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渡海登岛第一人”，见

证了西沙观测站的从无到有。茫茫大海中，小

小一块岛屿不足 0.5 平方公里，车振纲和同事

们往往一登岛就是半年，很多人每年至少有

200 多天在岛上坚守，承担起为空间站建造保

驾护航的重任。

在飞出大气层的旅程中，长征五号 B 运载

火箭独有的超大整流罩，就像温柔的怀抱呵护

着梦天实验舱，抵挡飞行过程中的冲击和热

浪。为超大整流罩殚精竭虑的，则是整流罩的

装配人员。发射前，在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整

流罩合罩现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研究院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总装操作员田超群站在

整流罩旁，一手拿尺子仔细测量着整流罩之间

的间隙，一手拿对讲机与操作人员随时沟通进

度：“径向间隙 3 毫米，轴向偏差 5 毫米……径

向偏差现在只有 1 毫米了，稳住。”

“截至 9 月 27 日，正样产品加电时长 3025
小时……”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综合测

试 主 任 设 计 师 王 秉 臣 工 作 日 志 上 的 详 细 记

录。对梦天实验舱而言，这不只是一组时间长

度，也是遨游苍穹的底气。从“一无所有”到研

制 269 台/套地面设备、开发 57 个地面软件，一

套全新综合测试系统的自主研制也见证了王

秉臣的成长。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第一指挥大厅里，

梦天实验舱任务团队副总设计师赵焕洲和团

队成员正在进行联调联试。梦天实验舱的“加

入”让空间站成为三舱构型。面对更为复杂的

组合体构型，团队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制定详

细全面的方案和应急预案，甚至编写了最新的

软件，确保在轨航天员、航天器的安全。“等梦

天实验舱对接后，空间站组合体的轨道控制任

务就更为艰巨。但看到‘天宫’更宽敞，我们的

内心无比激动和向往。”赵焕洲说。

看着发射，刘慧颖眼含热泪。作为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站项目办计划经

理，她 10 余年来全程参与梦天实验舱研

制。为了梦天实验舱发射，她和 100 多

名同事 3 个月全程坚守在发射场。

“当‘梦天’舒展双翼，一起飞翔

的，还有航天人的梦想和

喜悦。”刘慧颖说。

与“梦天”共圆梦
本报记者 余建斌

三舱基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迎来最后一个

舱段。北京时间 10 月 31 日 15 时 37 分，梦天实

验舱由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成功发射。

梦 天 实 验 舱 成 功 进 入 400 公 里 的 预 定 轨

道，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后，还需要按计划

实施转位，届时会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一

起，形成三舱结构的“T”字基本构型空间站，向

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梦天实验舱由工作舱、
载荷舱、货物气闸舱和资源
舱组成

梦天实验舱是组成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的

3 个舱段之一，也是继问天实验舱之后的第二个

科学实验舱。它由工作舱、载荷舱、货物气闸舱

和资源舱组成，舱体全长 17.88 米、直径 4.2 米，

起飞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科学与

应用实验。

由于空间站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都由

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承担，梦天实

验舱工作舱不需要部署睡眠区、卫生间

等生活设施，因而有充足的空间部署科

学实验设施，也称得上是“空间站在轨

科学实验工作的核心载体”。

据负责梦天实验舱抓总研制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专家介绍，梦

天实验舱原取名为“巡天”，计划安

装我国最大、最先进的巡天光学望

远镜。之后由于巡天光学望远镜采

用了独立飞行器方案，将与空间站

保持长期共轨飞行，研制团队从理

念和设计上创新，又提出“货物进出

气闸”功能，新研制了货物气闸舱，

可支持货物自动进出舱。

和 问 天 实 验 舱 相 比 ，梦 天 实 验

舱的货物气闸舱不再供航天员出舱

使 用 ，而 是 专 供 货 物 出 舱 。 梦 天 实

验舱货物气闸舱通过内部配置的一

台 载 荷 转 移 机 构 ，运 送 能 力 可 达 400
公斤，单次运送货物包络可以达到 1.15
米× 1.2 米× 0.9 米。

为 满 足 将 来 更 大 尺 寸 、更 大 重 量 货

物 的 进 出 舱 需 求 ，梦 天 实 验 舱 货 物 气 闸

舱上还安装了一款独一无二的外舱门，宽

度达 1.2 米，采用全自动弧形滑移设计，既便

利 货 物 进 出 舱 ，也 是 隔 离 舱 内 与 舱 外 空 间 环

境 的 关 键 设 备 。 航 天 员 不 用 身 穿 舱 外 航 天

服，在舱内就可以完成载荷、货物的舱外安装

操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专家介绍，以往开

展舱外科学试验时，需要航天员出舱，但这受到

航天员出舱次数、载荷数量与大小的限制，航天

员频繁进行出舱活动也将面临更复杂的安全考

验。随着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建成，空间站进入

常态化运营阶段，将会开展较大规模的科学研

究。梦天实验舱货物气闸舱的应用，将为空间

站后续更加高效、安全地开展各类舱外科学实

验提供强大支持，进一步提升我国空间站的科

学应用能力。

先期携带 8 个科学实验
柜，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建设中国天宫空间站的主要目的，就是建

成水平先进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学服务，产

出重大科技成果。梦天实验舱具备强大的科学

和应用能力，在 3 个舱段中具有最强的支持载

荷能力。

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系统副总师、中科院

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刘国宁介绍，问天实验

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梦天

实验舱则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

研究。通过梦天实验舱先

期 携 带 的 8 个 科 学 实

验柜，能够在微重

力 基 础 物 理 、

空 间 材 料

科 学 、微

重 力

流

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等方向开展相关的科学和应

用研究，预期能够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成

果。目前，已在相关研究方向规划安排了约 40
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据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

设计师、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刘学

超介绍，X 射线透射成像实时观察太空材料实

验，是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的一大特色，这是国

际上第一次在空间站这样的载人航天器中使用

X 射线实验装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

装置。

除了舱内科学实验柜之外，梦天实验舱还

配置有两块可在轨展开的暴露载荷实验平台，

进一步增强了空间站的载荷支持能力。

由“长五 B”火箭护送入
轨，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

将梦天实验舱送入预定轨道的，仍是专为

空 间 站 建 设 而 研 制 的 长 征 五 号 B 运 载 火 箭 。

“长五 B”的运载能力为我国现役火箭中最

大，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 25 吨，

是发射 20 吨以上空间站舱

段的最佳选择。尤其

是 它 拥 有 目 前

我国最长最

大 的 火

箭

整流罩，这个相当于“乘客”的“客舱”有着宽敞

空间，为发射空间站舱段量身打造。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研究院专家介

绍，梦天实验舱是我国迄今为止发射的最重最

大载荷，因此“长五 B”整流罩根据梦天实验舱

的形状、重量进行了定制化设计。例如，为了满

足梦天实验舱上升段无线通信的需求，在火箭

整流罩上专门设计了相应的透波口。

梦天实验舱进入轨道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实

现精准交会对接，前提之一是火箭以更高的发

射和飞行可靠性实现准点发射、准确入轨，这对

“长五 B”火箭提出了“零窗口”发射的要求。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研究院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苏磊介绍，“长五 B”火

箭不仅具备“零窗口”发射能力，而且通过“起飞

时间修正技术”，即便火箭没能实现“零窗口”发

射，只要在 2 分 30 秒这个窗口范围内发射出去，

都能通过火箭控制系统自动计算偏差、精准修

正轨道，保证入轨和交会对接。

“如果说问天实验舱的交会对接是‘难’，那

么梦天实验舱的交会对接是‘难上加难’。”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 所空间站实验舱主任设

计师宋明超说，由于梦天实验舱发射时太阳入

射角度过大，不利于太阳翼发电，如果和空间站

组合体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会对接，就需

要中断自主交会对接过程而紧急调整梦天实验

舱的姿态，既保证再次交会对接，又保证充足的

发电能力。为此，技术团队特别定制了交会对

接任务故障预案，确保万无一失。

中国空间站三大舱段都从文昌航天发射场

飞向太空，使得文昌航天发射场赢得了中国空

间站建造母港的美誉。作为我国新一代大推力

运载火箭发射场，从 2020 年 5 月 5 日长征五号 B
火箭首飞至今，文昌航天发射场连续实施 13 次

重大任务发射，将包括“天问一号”“嫦娥五号”

和中国空间站 3 个舱段在内的多个航天器顺

利送入太空。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邓洪勤说：

“空间站建造任务百分之百成功发射要

求极高，这一成就展现出文昌航天发

射场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反映了我

们航天发射能力的不断提高。”

第二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梦 天 舱 飞 入 空 间 站
本报记者 余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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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三舱基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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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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