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月29日
11時23分，中國太空站天和核心艙發射
升空，準確進入預定軌道，任務取得
成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賀
電，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
中央軍委，向載人航天
工程空間站階段飛
行任務總指揮
部並參加

天和核心艙發射任務的各參研參試單位和全
體同志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建造空間站、建

成國家太空實驗室，是實現我國載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戰略的重要目標，是建設
科技強國、航天強國的重要引領性工程。
天和核心艙發射成功，標誌着我國空間站
建造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為後續任務展開
奠定了堅實基礎。希望你們大力弘揚「兩
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自立自
強、創新超越，奪取空間站建造任務全面
勝利，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

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王滬寧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觀看發
射實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現場宣讀了
習近平的賀電。
劉鶴、許其亮、肖捷，中央軍委委員李
作成、苗華、張升民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
中心觀看發射。
中國太空站是中國獨立自主建造運營的

載人太空站，由天和核心艙、問天
實驗艙、夢天實驗艙三

個艙段構成。天和核心艙是太空站的管理
和控制中心，是發射入軌的第一個太空
站艙段。根據任務安排，太空站計
劃於2022年完成在軌建造，具備
長期開展近地空間有人參與科
學實驗、技術試驗和綜合
開發利用太空資源能
力，轉入應用與
發展階段。

習近平促建航天強國 勉自立自強創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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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太空站任

務開啟新時代，「太空母港」已入列。2021年4月29日

11時23分，搭載太空站天和核心艙的長征五號B遙二運

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約494秒後，天和核

心艙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12時36

分，太陽能帆板兩翼順利展開且工作正常，發射任

務取得圓滿成功。此次發射任務成功，標誌着中國

太空站在軌組裝建造全面展開，為後續關鍵技術驗

證和太空站組裝建造順利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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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ICCICC高度的高度的800800多倍多倍））

生活控制艙生活控制艙

資源艙資源艙

節點艙節點艙
●●與實驗艙對接與實驗艙對接

●●與貨運飛船對接與貨運飛船對接

天和核心艙是中國太空站發射入軌的首個艙段，主要用於太空站統一
控制和管理，具備長期自主飛行能力，可支持航天員長期駐留，開

展航天醫學、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核心艙全長16.6米，最大直徑
4.2米，起飛質量22.5噸，為讓航天員在太空中的長期生活更加舒適，核
心艙在設計上較過去有了很大突破，供航天員工作生活的空間約50立方
米，是目前中國自主研製的規模最大、系統最複雜的航天器。

長五B首應用發射「窄窗口」報捷
發射天和核心艙，是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的首次應用性飛行。專家表

示，為滿足太空站任務要求，長五B研製團隊相繼攻克了超大整流罩研
製、大直徑艙箭連接分離、大推力直接入軌偏差精確控制等核心技術，
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持續優化和改進。結合太空站艙段任務特點，長五
B火箭事先規劃了應急軌道，這也是中國首次在非載人火箭上應用該項
技術，以確保發射萬無一失。與此同時，長五B火箭還突破了零窗口發
射技術，能將「零窗口」拓展到±1分鐘的「窄窗口」，以更好地滿足後
續實驗艙I、實驗艙II與核心艙進行太空交會對接的需要。

靜待天舟神十二 對接問天夢天
據了解，按照中國太空站建造的時間表，今年5月、6月將分別發射天

舟二號貨運飛船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其中神舟十二號上由3名航天
員組成飛行乘組，將在軌駐留三個月。天和核心艙在先後迎接天舟貨
運飛船和神舟載人飛船後，將與問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實施
交會對接，完成太空站三艙組合體在軌組裝建造。這意味着，
今明兩年將接續實施11次飛行任務，包括3次太空站艙段發
射、4次貨運飛船及4次載人飛船發射，於2022年完成太空站
在軌建造，實現太空站全部任務目標。

時隔四年多 航天員將返太空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神舟十二號任務即將實施，中國航天

員將在時隔四年多以後重返太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
任郝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共有4個飛行乘組同步展
開訓練，訓練安排緊張周密。神舟十二號飛船飛行乘組已經完
成絕大部分任務訓練，即將轉入任務強化訓練階段。後續飛行
乘組也正在按計劃開展訓練。從航天員目前的訓練成效來看，
有能力承擔、完成太空站建造階段的各次飛行任務。

核心艙推進系統三個「首次」
為了實現至少在軌運行15年的設計壽命要求，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六院創新性運用「三個首次」核心技術攻破研製關鍵難點，助力
「史上最複雜」推進系統完美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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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11時23分，中國太
空站天和核心艙在文昌航天發射場
發射升空，準確進入預定軌道，任
務取得成功。 新華社

●●民眾昨日在海南文昌淇水灣海邊觀看火箭升空民眾昨日在海南文昌淇水灣海邊觀看火箭升空。。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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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出征

首次實現完全自動化
較2017年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實施「太空加油」的精彩表現，此
次核心艙推進系統首次實現了完全自動化的高難度技術突破。科研
人員為其研製出全新的自動補加程序，使其不再需要地面指令干預
或是航天員的輔助，即可實現完全自主補加。

首次將電推進動力應用到航天器
除了配備4台軌控發動機、22台姿控發動機這些在航天技術中常

用的常規動力以外，還額外配置了四台霍爾電推進發動機。太空站
在圍繞地球運轉的過程中，會因為地球引力影響軌道高度，需要發
動機消耗額外推進劑來抬升軌道。而霍爾電推進系統可有效節省核
心艙自帶推進劑的消耗，保證推進劑的合理充分利用。

首次設計部分設備在軌可更換維修方案
根據核心艙在軌15年的壽命要求，在以往可靠性設計、安全性
設計的基礎之上增加了維修性設計，首次設計了包括控制驅動器、
霍爾電推進發動機氣瓶等設備，可實現由航天員出艙在軌更換維修
的方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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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全長1616..66米米

最大直徑最大直徑44..22米米

天和核心艙數據天和核心艙數據

中國太空站數據

天和核心艙
+

問天實驗艙
+

夢天實驗艙

= 近70噸

未來可擴展到18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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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個階段建造

●各規劃6次飛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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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載人：：33人長期駐留人長期駐留，，66人短期駐留人短期駐留
●●空間空間：：約約5050立方米立方米
●●設施設施：：空調空調、、餐飲餐飲、、娛樂娛樂、、ＷＷiFiiFi、、智能家居智能家居、、電話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