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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箭”安全性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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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建设记20

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

神舟十四号面临关键一战
本报记者 刘 峣

6月5日，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将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乘组顺利送入太空。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九次
太空远征，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

进入太空后，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航天员先后
进入空间站核心舱、天舟四号和天舟三号货物舱，开
启了为期6个月的太空之旅。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迎来两个
实验舱，配合完成空间站组装建设，还将与来访的神
舟十五号飞行乘组完成首次在轨轮换，任务艰巨，使
命重大。

神舟十四号发射之前，长征二号F遥十四火箭已
经站着“值班”了6个多月，再加上发射准备时间，
火箭的站立时长创造了中国载人火箭之最。

超长的待命时间源于安全的考虑。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故检软件设计师钱航说，为确保航天
员的生命安全，从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开始，长二F
火箭采取“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
份”的发射模式。

此次发射的长二F遥十四火箭是神舟十三号飞行
任务的应急救援火箭，2021年下半年便完成了基础
级总装测试，并见证了长二F遥十三火箭发射的全过
程。随着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功返回，遥十四火
箭正式由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

“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长征二号F系列运
载火箭执行了从神舟一号至今所有的载人飞船和目
标飞行器的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达到100%，无愧
于‘中国神箭’的称号。”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长二F火箭总指挥荆木春说。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研制人员不断进
行技术改进。长二F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就像考试从90分提高到91分，哪怕只有1分甚至0.1

分的提升，背后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目前，长二F火箭的可靠性评估值达到0.9894，

安全性评估值达到0.99996 这一国际先进水平。“这
意味着火箭发射 100 次，才有可能出现一次飞行故
障；假设出现飞行故障，依靠逃逸系统逃逸100次，
才可能出现不到一次逃逸失败。”常武权说。

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长二F火箭专门设
计了逃逸系统，如火箭突发意外情况，逃逸飞行器会
像“拔萝卜”一样，带着返回舱飞离故障火箭。“我们按
照最高标准、最严质量来研制逃逸火箭。但永远不让
这个功能启用，是每个航天人的心愿。”钱航说。

陈冬、刘洋、蔡旭哲——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首次全部由中国第二批航天员组成。6 个月的时间
里，3名航天员将配合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与核
心舱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
造等重要使命。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战，
被称作“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的神十四航天员，
面对的困难更多、挑战更大。

据介绍，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乘组将和
地面配合完成空间站组装建设工作，从单舱组合
体飞行逐步建成三舱组合体飞行状态，经历 9 种组
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接、3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
位任务；首次进驻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完
成载人环境的建立；配合地面开展两舱组合体、
三舱组合体、大小机械臂测试、气闸舱出舱相关
功能测试等工作；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出舱活
动；完成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十余个机柜解
锁、安装等工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说，在轨期间，乘组面临
构型多、状态新、任务密等挑战，对执行任务能力
提出了很高要求。

除此之外，3名航天员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
空授课及其他公益活动，开展在轨健康监测与检
查、防护锻炼、在轨训练与演练以及大量空间站平
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管理和站
务管理等工作。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中国人将第
一次在太空上为祖国庆祝生日、第一次“天上人
间”共度浪漫的中秋节。

在神舟十四号任务末期，神舟十五号乘组也将
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在轨轮换将
会精彩上演。届时，将有6名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舱内
工作生活，中国空间站将迎来最热闹的时刻。

神舟十四号任务期间，航天员将首次利用气闸
舱进行出舱活动。此前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执行出舱任务时，均通过天和核心舱前方的节
点舱出舱。后续问天实验舱发射对接后，航天员将
从实验舱后方的气闸舱进入太空。

与节点舱相比，气闸舱的舱门更大，为航天员
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未来，问天实验舱的气闸
舱将成为航天员出舱的主要“通道”。一旦气闸舱在
出舱过程中出现问题，航天员仍可通过节点舱回到
舱内，保证出舱活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梦天实
验舱将配备货物专用气闸舱。航天员可以利用机械

臂，在不出舱的情况下将空间实验载荷传递出舱。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的另一项挑战是机械臂——

问天实验舱将配备一个小机械臂，航天员将首次利用
小机械臂出舱，还会同时利用小臂和大臂组合出舱。
全新的出舱活动状态，既有看点，也充满挑战。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领域和空间站的“明
星”部件，机械臂融合了机、电、热、控制、光学等多项技
术。林西强介绍，大小两个机械臂分工各有侧重，又相
互配合，可满足空间站任务的需求。

与大机械臂相比，小机械臂有不少新特点。形态上
更加精巧，重量和长度均约为大臂的一半，负载能力约
为大臂的1/8，运动和操控灵活；操作上更加精准，小臂
的末端定位精度更高，位置精度、姿态精度优于大臂，
能够完成精度要求更高的精细操作；小臂可被大臂抓
取形成组合机械臂，舱外作业覆盖范围更广，通过大范
围转移满足去往不同位置进行精细作业的需求。

林西强举例说，如后续需要在舱外安装设备，可
以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至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通
过组合臂的抓取和转移，完成在舱外载荷平台上的安
装。此外，大小机械臂还可协同开展舱外操作任务。

根据计划，中国空间站将在今年底完成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此后，工程将转入为期10年
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林西强表示，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
站内可以部署25台科学实验柜，每台实验柜都是一
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可以支持开展单学科或多学
科交叉的空间科学实验。

其中，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
究，配置了生命生态、生物技术和变重力科学等实
验柜，能够支持开展多种类植物、动物、微生物等
在空间条件下的生长、发育、遗传、衰老等响应机

理研究以及密闭生态系统的实验研究等。
梦天实验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配置了

流体物理、材料科学、燃烧科学、基础物理以及航
天技术试验等多学科方向的实验柜，支持开展重力
掩盖下的多相流与相变传热、基础燃烧过程、材料
凝固机理等物质本质规律研究以及超冷原子物理等
前沿实验研究等。

此外，实验舱外还安排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
置和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用于开展舱
外实验项目。后续还将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
天空间望远镜研究设施，开展广域巡天观测。

林西强说，依托上述舱内科学实验机柜、舱外
试验装置和巡天空间望远镜，空间站建造阶段共安
排了近百项实验研究项目。

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后，还将实施较大规模
科学研究，预期将有力推动暗物质与暗能量、星系
形成演化、物质本质规律、生命现象本质和人在太
空的响应变化规律以及地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前沿
科学问题的突破，为未来中国开展近地以远的载人
空间探索提供深厚的科学和技术积累。

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船的长征二号船的长征二号FF遥十四运载火遥十四运载火
箭点火发射箭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迎接挑战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驻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驻
天和核心舱天和核心舱。。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一臂之力升级成“两臂”之力

天舟二号在机械臂拖天舟二号在机械臂拖
动下进行平面转位动下进行平面转位。。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开展近百项实验项目开展近百项实验项目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会对接。。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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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科技魅力

有人机改无人机参与神十四发射保障有人机改无人机参与神十四发射保障

本报电（立风） 6 月 5 日，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
射成功。在此次任务中，联合飞机集
团研制生产的无人直升机系统顺利完
成发射保障工作，该机型是国内有人
直升机改无人技术在航天搜救领域的
首次应用。

据了解，该无人机的原机型已在 7
个国家地区取得适航认证。为适应发射
保障需要，联合飞机公司采用先进技术
完成了传统有人驾驶飞机向高安全、多
余度的无人化转型。

该机型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700 公
斤，最大速度为每小时 180 千米，能
够在六级强风环境下起降。由于具备

大荷载能力，该机型可用于装配大型
任务设备或同时挂载多种任务设备执
行综合任务，除航天保障之外，也可
以应用于应急运输、情报侦察、海上
安全搜索等领域。

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热点，无人机与航天、地质勘探、
农业、海事、应急救援等行业深度融
合，不断拓展新业态、新模式。联合飞
机常务副总裁王康弘表示，把一架有人
直升机改造为无人机，能为直升机延长
3 至 5 年的使用寿命。假如每年能够将
1000架不同级别的有人直升机改为无人
直升机，仅从培训费用角度，就可节省
费用大约20亿元。

据新华社电（记者温竞华、张泉）
国际重要期刊检索库收录我国科技期刊
数量从 152 种增至 257 种，刊均影响因
子从 1.13 升至 4.42……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国际
影响力显著增强，世界一流期刊建设提
振了创新自信。

“我们有一批优秀期刊已经跻身国
际前列。”中国科协分管日常工作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说，我国已
有2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学科排名进入国
际前5%，20种期刊位列学科前三，3种
期刊进入全球百强。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主办的科技期
刊有 100 种被 SCI 收录，期刊国际化水
平和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细胞研
究》影响因子在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
居于首位，10种期刊进入全球同学科领

域前5名。
中国工程院也积极服务国家培育世

界一流期刊的布局部署，打造以 《工
程》为核心的11种系列院刊，其中旗舰
刊《工程》在全球近百种高水平工程综
合性期刊中位列第一；10种英文期刊中
有8种学科排名进入国际前50%。

中国科协相关数据显示，当前，被国
际重要数据库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作者
来源地覆盖122个国家和地区、4697个科
研机构，引用来源地覆盖124个国家、9608
个科研机构，较十年前均有大幅增长。

张玉卓说，下一步将继续实施中国
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推动更多优秀
期刊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加快科技期刊
集群化改革和数字化发展，吸纳更多的
高水平科学家参与中国期刊建设，促进
科研论文和科学数据的共享。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