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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势成就“天和”

对天和核心舱发射和中国空间站，
国际媒体的报道和评价十分丰富，其中
不乏有把它们与正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
的性能参数做比较。对此，中国航天人
并不会过多在意，他们的态度一如既
往：踏实奋进、自强不息、不断超越自
我。的确，中国空间站建设着眼于科研
实战，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是要根据自
己的战略需求、科技能力和具体国情，
从自身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正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空
间站的设计研制，秉持规模适度、安全
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理念，总
体上体现中国特色和技术进步。

作为空间站的“中枢”，天和核心舱
是航天员长期驻留的主要生活场所，也
是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具有长期自
主飞行能力。天和核心舱先行发射，之
后其他舱段和飞船将飞天与其实现交会
对接，完成空间站的建设任务并进入运
营阶段。“天和”有哪些技术特点呢？对
此，媒体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梳理总
结。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3个方面。

“天和”是高效的能源中心。人们注
意到，“天和”发射成功后，其太阳能帆
板历时约 40 分钟才展开，这与一般飞行
器仅需数十秒就可展开太阳能帆板完全
不同。这就在于“天和”的太阳能翅翼
特别大，之前压缩得足够小。据了解，
这是一副迄今为止最大最复杂的柔性太
阳翼，双翼展开面积超过130平方米。太
阳翼由碳化硅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制成，
具有重量轻、耐磨性好、热膨胀系数
小、导热系数高等特点，可有效减轻机

构重量，增加刚性、耐磨性，满足了
“天和”对轻质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的
迫切需求。特殊材料使太阳翼的能源转
换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超大受光面
积，使“天和”成为当之无愧的空间站
能源生产中心。据了解，单翼即可为空
间站提供9千瓦的电能，在满足舱内所有
设备正常运转的同时，完全可以保证航
天员在空间站中的日常生活。

“天和”具有便捷、高效的自我维持
轨道的能力。由于空间站运行在距离地
球表面约40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仍有
稀薄空气，空间站因大气摩擦而逐渐减
速，需要提升高度来维持运行轨道。天
和核心舱除了配备轨控发动机、姿控发
动机等常规动力以外，还额外配置了数
台霍尔电推进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具有
精确调整、工作时间长的特性，辅助空
间站抵抗轨道衰减，维持在原定轨道上
正常运转，可有效节省核心舱自带推进
剂的消耗，保证推进剂的合理充分利用。

“天和”是心灵手巧的操作员。作为
核心舱，“天和”在空间站建设和运行过
程中要进行大量对接、安装、变轨、分
离等操作，为了使这些操作更便捷高
效，“天和”在舱外配备了大型机械臂。
其工作时最长长度可达 10 多米，具有 7
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太空抓取物体，
而且可实现舱体爬行功能，以一种类似
蠕虫的运动方式移动到空间站的许多部

分，进而在更大范围触达空间站各舱体
外表面。可以想见，有了灵巧的机械
臂，“天和”就可化身操作员，直接动

“手”在太空“搭积木”，便捷“组装”
空间站了。

“天宫”呼之欲出

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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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布的
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天和核心舱之
后，今明两年接续实施 10 次飞行任务，
其中包括 2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
飞船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将于2022年
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也就是说，未来
两年内，中国轨道发射任务实施频次有
望再创新高，仅空间站建设就将贡献 10
多次，其他常规发射次数也将居高不
下。难怪有媒体在报道时，不无幽默地
写道，中国航天即将开启太空“下饺
子”模式。

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空间站“天
宫”的结构，很多人已经有了直观的认
识，除了已经发射的天和核心舱之外，
还包括名为“问天”和“梦天”的两个
实验舱，其主要功能是开展舱内和舱外
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同时也作为
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场所和应急避难场
所。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是“天宫”的
基本型，还可以根据需要，发射更多舱
与它们对接，进一步拓展。

执行空间站建设任务的当然是享誉
世界的中国“长征”。据了解，长征火箭
家族中共有3型火箭参与其中，它们分别
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长征五号B运载
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其中，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主要完成载人空间站核心

舱及两个实验舱的发射任务；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天舟”，为空间
站和宇航员运送物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主要负责将宇航员送入空间站。此
前，长征七号、天舟飞船、长征二号 F、
神舟飞船都已抵达发射场，紧锣密鼓地
进行相关准备工作，静待飞天时刻来临。

在接下来密集实施的飞天任务中，
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执行的载人飞
行任务更受瞩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主任郝淳介绍，目前一共有多个
飞行乘组同步开展训练，其中神舟十二
号飞行乘组到4月底已完成绝大部分任务
训练，转入任务强化训练阶段。根据规
划，神舟十二号将于今年6月发射，届时
将有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成为天和
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预计在轨驻留3
个月。根据计划，今年 10 月，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任务将实施，飞行乘组也将有 3
名航天员组成，他们将在轨驻留 6 个月。
这在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是空前的。

空间站核心舱、货运飞船、载人飞
船先后飞天，将进一步验证空间站交会
对接、核心舱在轨管理、航天员长期驻
留等一系列核心技术能力，中国空间站
任务将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迎来

“问天”“梦天”实验舱交会对接，进入
“组装建造”阶段，之后再经过数月努
力，拥有“三室两厅外加储藏间”的中
国“太空之家”就在九天之上落成并正

式投入运营。

国际合作更上层楼

对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国际同行
纷纷表示祝贺。欧洲航天局很快便转发
了中国媒体发布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发射成功的新闻，并向中国国家航天
局表示了祝贺。意大利空间局前局长、
特伦托大学普通物理系主任罗贝托·巴蒂
斯通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
空间站有极高的科技含量，天和核心舱
的发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

在轨建造阶段的重要飞行任务，将验证
空间站关键技术，为后续建设任务奠定
基础；中国在和平、合理利用太空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天体
生物学家基思·考因指出，中国正在加速
建设的空间站拥有多个太空舱，具备国
际空间站所有的各项能力；中国的成功
将对其他国家探索太空有促进作用。

约旦巴尔卡应用大学的天文与空间
物理学博士阿里·塔阿尼表示，中国从
1992 年确定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
战略，并为此努力奋斗近 30 年后，终于开
始实现拥有自己的太空“前哨”的梦想。
中国向国际社会打开空间技术合作的大
门，开放的态度让全世界受益。包括他在
内的众多国际科研人员期待中国在航天
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为国际科学界提供更
多经验。正在主持为南非建造三颗海事
卫星的非洲航天创新中心高级工程师亚
麦克·洛依认为，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不
仅是中国迈向宇宙的重要一步，也将成
为发展中国家迈向宇宙的一次重大胜
利，南非期待与中国开展更多航天合作。

对于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来说，国
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和热烈祝贺无疑是莫
大鼓励，他们的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期待
是对中方奉行开放交流政策的积极回
应。多年来，中国在大力推进自身航天
科技进步的同时，敞开门与世界各国特
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航天领域合作

与交流，涉及航天各领域，包括卫星搭
载发射、卫星联合研制、航天员训练培
训、太空实验。

正在建设的空间站为中外科技合作
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早在 2016 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与联合国签
署了 《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谅
解备忘录》，商定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
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并为他国航
天 员 或 载 荷 专 家 提 供 在 轨 飞 行 机 会 。
2018年5月，中方就与联合国外空司在维
也纳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
公告发布仪式，盛情邀请世界各国积极
参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
外搭载实验等合作。中方表示，中国空
间站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世界，中
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其打
造成全人类在外空共同的家，让其成为
增进互信、互利互惠的典范，让外空成
为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新疆域。此举受
到各方热烈欢迎，踊跃提交合作项目申
请。经过有关方面筛选确定，来自瑞
士、波兰、德国、意大利、挪威、肯尼
亚、日本等 17 个国家的 9 个项目脱颖而
出，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
项目，涉及空间天文学、微重力流体物
理与燃烧科学、地球科学、应用新技
术、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

苍茫天宇中，天和核心舱正在轨遨
游，它的飞天宣告由中国倾力打造服务国
际科学界的“天宫”成功奠基，一个集现代
科技之大成的崭新的“太空之家”正呼之
欲出。它立志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华
经典，承载着国人探秘宇宙、探索新知的
梦想，书写人类新的飞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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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近日成功发射入轨，国际媒体掀起
了报道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热潮。今日俄罗斯网站刊文称，搭载长
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的天和核心舱被送入轨道，这是中国空间站三
个主要组件中的第一个；中国的电视台直播了发射过程，任务取得
成功，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由天和核心舱
的发射，回顾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并展望了中国即将于2022年
建成的天宫空间站，指出随着国际空间站计划于2024年退役，天宫
空间站将是人类近地轨道上唯一运行的空间站。英国《金融时报》
的报道将天和核心舱发射、天宫空间站的建设与嫦娥探月工程月背
软着陆及月球取样返回联系起来，将这些视为中国空间技术实现重
大跨越的标志性事件。法新社的报道将中国空间站首个模块的发射
视为中国将人类永久送入太空雄心勃勃计划的一个里程碑，文章进

一步提到2003年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载人飞行和正在实施的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赞叹中国自1970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在航天领域取
得了长足进步。

最近两年，中国每年累计执行的轨道发射达数十次。对中国的
航天发射活动，国际媒体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然而，近日实施
的天和核心舱发射为什么还是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原因其实
很简单：天和核心舱的发射是中国空间站的奠基礼，以此为标志，
一座由中国人独立建造的、长期有人照料的重大航天基础设施将在
茫茫宇宙空间逐步建成并投入运营。建设并运营空间站与建设并运
营全球导航系统一样，都反映了航天科技能力和综合国力，被看作
是航天强国的标配。国际媒体密集报道本次发射，见证并记录中国
航天科技奋进跃升的历史足迹。

日居月诸、斗转星移，苍茫
寂寥、横无际涯。星辰大海因微
小如尘的地球扁舟而多姿多彩，
地球扁舟因花鸟鱼虫特别是人类
的生息繁衍而生机盎然。“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登
台旷望已是不忍沾襟，今人从万
仞太空俯视这颗蓝色星球，心头
油然而生的是怎样的况味呢？

“飞天”是古老的东方梦想，
但是长久以来，它只能流传于神
秘的传说里，描绘在岩洞的壁画
上，雕刻在苍穹仰望者的心头。
直到新世纪，“飞天”才真正从神
话传说到现实生活、从壁画中翩
然跃上九霄。

2003 年 10 月，航天英雄杨利
伟搭乘神舟五号进入太空，完成
了 21 小时 23 分的环绕地球飞行，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空前的壮举，
由此拉开了中国载人太空飞行的
序幕。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随
着神舟五号一飞冲天，“北京时间”
的计时方式首次伴国人一起进入
太空，在高速太空运转中，杨利
伟在短短 20 多个小时间，环绕地
球飞行 14圈，迎来 14次太阳的升
起与落下。

在奇妙梦幻的太空之旅中，
中国航天员正是凭借“北京时
间”计时方式，感知时光的流
逝、光影的变幻，并与地球家园
这端的祖国母亲时刻紧紧相连，
如影随形。“北京时间”折射中国
人的时空观，“北京时间”进入太
空后，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进
步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成为国人
心中含义深刻的意象之一，获得
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从此之后，
海外游子再提起“北京时间”，除
了会想到故园的黎明或日落，可
能还会用手骄傲地指向苍穹。“北
京时间”进入太空也昭示人们，
中国人的身影到哪里，“北京时
间”就会跟随到哪里，无论是在
星辰大海，还是在海角天涯。

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开启的
“ 北 京 时 间 ” 在 茁 壮 “ 成 长 ”。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成功
发射入轨，两位航天员组成的乘
组在太空开始了为期5天的太空之
旅。苍茫太空中，他们和全国人
民一样，以“北京时间”为坐标
安排作息。比如，发射当日中午11时10分许，他们开始
午餐。他们与地面上国人不同的可能是工作节奏，为充
分利用宝贵的太空“北京时间”，两人以超强的毅力和体
力连续加班加点，分工合作、按部就班开展既定的各种
空间操作，包括科学实验和飞船姿态调整控制等。2008
年9月发射的神舟七号实现新的突破，在为期3天的太空

“北京时间”中，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出舱活动、伴飞
卫星试验、卫星数据中继试验在内的系列任务。太空

“北京时间”的高效率让人赞叹。
神舟九号、神舟十号和神舟十一号实现了太空“北

京时间”的连续跃升。在时间长度方面，3名航天员搭乘
神舟九号在轨运行 13 天，神舟十号则把太空“北京时
间”提升至15天，神舟十一号则大幅提升至33天。在内
容方面，前两段太空“北京时间”见证了中国女性的风
采，刘洋、王亚平两位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通过直播画
面进入千家万户，为太空“北京时间”平添了亮丽的色
彩，成为国人美好的集体记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发现
与之前的太空“北京时间”相比，航天员在这此期间执行天
地同步作息制度时，繁忙中透着几分洒脱、舒适和惬意。
比如，刘洋在锻炼期间骑起太空“自行车”；景海鹏拿起吸
管品起太空茶。

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举世瞩目，其目
标指向也早已众所周知，那就是建立永久性的空间实验
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以来
往于地球与空间站，进行规模比较大的空间科学试验，
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和开发太空资源打下坚实基础。在
笔者看来，上述科学严谨、颇具专业色彩的表述还可以
补充上一个更温馨、更简洁明了的注脚，那就是让“北
京时间”在太空从以小时计算、天计算、月计算，延伸
至以年计算，直至永驻太空。

2021年4月29日11时是太空“北京时间”升华的标志
性时刻，随着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它向着永驻太空的宏
伟蓝图大步挺进。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航天数
十年蓄积的能量将集中绚丽绽放，以令人目不暇接的十
连射，在太空铸就“中国制造”新的经典之作——天宫
空间站。“北京时间”将骄傲地在“天宫”开启新纪元并
迈向更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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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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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航天员乘神舟十号返回舱在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