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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五B有“大力气”

看点一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5吨
级，是目前世界上在役火箭中唯一一型一级半直接入轨

的火箭，也是我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

运载火箭，被称为长征火箭家族中的“大力士”。

我国空间站三个舱段重量均超过22吨，长征五号B
运载火箭作为“空间站舱段运输专列”，自中国空间站工

程建造实施以来，已成功托举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升

空。此次梦天实验舱的起飞重量约23吨，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自然是发射任务的最佳选择。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大力气”是怎样练出来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总体副

主任设计师刘秉介绍，其大运载能力，得益于充分发掘了

液氧煤油发动机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高比冲的优势。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配备的8台120吨级的液氧煤

油发动机，里面最高压强有500个大气压，起飞推力能

达到1000多吨。而一级火箭配置的2台氢氧发动机，

因其比冲高的特点，使火箭能够以较少的燃料获得较大

的推力。

“所谓比冲，就是发动机在一定时间内燃烧一定量的

燃料所产生的推力。”刘秉说，这就好比汽车的“油耗”，使

用液氢和液氧推进剂的发动机“油耗”较低，是目前我们

掌握的比冲较高的推进剂之一。

此外，为满足空间站大舱段发射任务要求，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突破了20.5米国内最大整流罩分离技术等

多项关键技术，并将发射窗口由“零窗口”拓展为正负

2.5分钟的“窄窗口”。

据了解，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还将承担中国第一个

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发射任务，届时将与中国空间站共

轨飞行，开展更多的宇宙空间探测和前沿科学研究。

本次发射的梦天实验舱作为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

段，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任务分工和定位有何异

同？

从对人的支持角度来看，梦天实验舱的定位是航天

员工作的地方，因此没有配置类似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的再生生保系统以及睡眠区、卫生区。我国空间站三

个舱段均配置有航天员的锻炼设备，梦天实验舱配置的

是抗阻锻炼设备，类似健身房的划船机。

从总体构型来看，梦天实验舱的“肚子”更圆，它由工

作舱、货物气闸舱、载荷舱、资源舱组成，并采用了独特的

“套娃”设计。工作舱通过对接机构与核心舱相连，主要

是航天员舱内工作与锻炼的地方，也是舱内科学实验机

柜安装的地方。载荷舱与货物气闸舱则以“双舱嵌套”的

形式与工作舱相连，在载荷舱的内部，隐藏着一个货物气

闸舱，主要作为货物出舱专用通道。资源舱则是对日定

向装置和柔性太阳翼等安装的地方。

从支持应用任务来看，梦天实验舱作为“工作室”，是

我国空间站三个舱段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的舱段，其配

置了13个标准载荷机柜，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可

支持流体物理、材料科学、超冷原子物理等前沿实验项

目。

同时，梦天实验舱舱外配置有37个载荷安装工位，

可为各类科学实验载荷提供机、电、信息方面的能力支

持，确保它们在太空环境下开展各类实验。特别是载荷

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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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空间站首个具有货物气闸舱的舱段，梦

天实验舱将为空间站开展舱外科学实验带来全新“体

验”。

在没有货物气闸舱之前，一般是通过航天员“出舱

带货”的方式进行舱内外货物的转移、安装，但这种方

式往往会受到航天员出舱次数、载荷数量与大小的限

制，且航天员频繁进行出舱活动还将面临空间环境中

更为复杂的安全考验。因此，梦天实验舱货物气闸舱

的应用，将为空间站后续开展各类舱外科学实验提供

强大支持。

梦天实验舱内还配置了一台载荷转移机构，可以

稳定将货物从舱内送出舱外，或将舱外货物运至舱

内。这台载荷转移机构的运送能力达400千克，与航

天员“带货出舱”的方式相比，货物出舱能力进一步提

升，还可为在轨工作生活的航天员“减负”，以便其将更

多时间精力用于开展舱内各项科学实验活动。

同时，为满足将来更大尺寸、更大重量货物的进出

舱需求，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上还安装了一款方

形舱门，宽度可达1.2米。舱门采用全自动弧形滑移

设计，可以为货物的进出舱提供一条宽阔走廊。这是

方形自动舱门首次亮相中国空间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总体副

主任设计师孟瑶介绍，货物进出舱功能是梦天实验舱

的重要功能之一，如果把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比作是

“国际机场”的话，那么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就可

以比作是重要的“物流港”。货物进出舱功能主要是通

过航天员发送指令完成，实现了“指尖上的物流”能力。

此外，梦天实验舱具备微小飞行器在轨释放的能

力，将作为开放合作平台进一步增强空间站的综合应

用效益。其配置的微小飞行器在轨释放机构，能满足

百公斤级微小飞行器或多个规格立方星的在轨释放需

求。

操作时，航天员只需在舱内把立方星或微卫星填

装到释放机构的“肚子里”，释放机构即可搭乘载荷转

移机构将小卫星运送至舱外。出舱后，机械臂抓取释

放机构运动到指定方向，像弹弓一样，把小卫星依次以

一定速度“弹射”出去。

此次梦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后，将与空间站组合体

交会对接，如“万里穿针”般上演更高难度的“太空之

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空间站实验舱主

任设计师宋明超介绍，梦天实验舱与三个月前发射的

问天实验舱个头差不多，但是交会对接过程却是“难上

加难”。为了解决两大难点，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难点也是此次交会对接任务的最大危险

点，因梦天实验舱入轨后太阳与轨道夹角较大，太阳翼

发电量不足以补充耗电量，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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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连续对日定向来保证能源

供应。

第二个难点是梦天实验舱交会对接时组合体是

“L”构型的非对称构型，与问天实验舱交会对接时组合

体对称构型不同，这显著增加了空间站在轨姿态控制

的难度。

为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技术人员为梦天

实验舱特别定制了交会对接任务故障预案，开展了大

量的预演预判和试验验证工作。

根据空间站建造计划安排，后续我国还将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10月31日下午，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段梦天

实验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托举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后续，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核心舱进行快速

交会对接以及平面转位，完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

型组装。

梦天实验舱的成功发射有哪些看点？梦天实

验舱在空间站将肩负哪些重任？

2021年4月29日

梦天实验舱的独特之处

看点二

为空间站舱外科学实验
提供强大支持

看点三

更高难度“太空之吻”

看点四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

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

空间站首个舱段：天和核心舱送

入太空。天和核心舱起飞质量

22.5吨，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

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航天

器。主要用于空间站统一控制

和管理，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

力，可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

刚刚入轨一个月的天和核

心舱就迎来了首位造访者。具

备6.9吨物资上行能力的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的方式，精准对接于天和核

心舱后向端口，形成组合体。

中中
国国空空

间间站站的的建建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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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9日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取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

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神舟

十二号飞行乘组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成为首批入驻中国

空间站的航天员。

2021年6月17日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入

轨，与天舟二号和天和核心舱形

成“一”字构型。

2021年9月20日

神舟十三号采用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

核心舱径向端口，与空间站构成

四舱（船）组合体。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也开启了为期 6 个月的太空生

活，刷新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

飞行时长新纪录。

2021年10月16日

搭载天舟四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在我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

是我国空间站建设从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转入在轨建造阶段的

首次发射任务。

2022年5月10日

空间站迎来了神舟十四号陈

冬、刘洋、蔡旭哲三名航天员入驻。

2022年6月5日

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

——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问

天是我国空间站首个科学实验

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

组成，起飞重量约23吨，具备短

期独立飞行能力，主要用于支持

航天员驻留和出舱活动、开展空

间科学与应用实验，作为天和核

心舱的系统级备份，具有对空间

站组合体的管理与控制能力。

2022年7月24日

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段梦

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后续，梦天实验舱将与天和

核心舱进行快速交会对接以及

平面转位，标志中国空间站三舱

“T”字的基本构型完成。

接下来，空间站还将迎来天

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

飞船的到来，届时将会有六位航

天员齐聚空间站。

2022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