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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期待中国空间站早日成为
全人类的“太空之家”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 月 1 日就中国空间站梦
天实验舱发射成功答记者
问 时 说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发 展 始 终 立 足 自 身 ，也
一 直 面 向 世 界 。期 待 中 国
空间站早日成为全人类的

“太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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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坚在 1日的例行记
者会上说：“我们热烈祝贺
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这既是中国载人
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也
是中国为世界航天事业进
步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赵 立 坚 说 ，党 的 二 十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建
设 航 天 强 国 。中 方 将 继 续
踔 厉 奋 发 ，致 力 于 和 平 探
索 和 利 用 外 空 ，并 促 进 和
平利用外空活动惠及世界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赵立坚说，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发展始终立足自身，
也一直面向世界。中国已经
与多个航天机构和组织签
署合作协议，实施了形式多
样的合作项目。中国空间站
是历史上此类项目首次向所
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目前
已有瑞士、波兰、德国、意大
利等 17 个国家的科学实验
项目确定入选中国空间站。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
辉煌，期待中国空间站早日
成 为 全 人 类 的‘ 太 空 之 家
’。”赵立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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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垠宇宙中，航天器间的交会对接，造就专属于航天
的浪漫时刻——“太空之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2
年11月1日4时27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
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13小时。

后续，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
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
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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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天实验舱上天后，“太空
电站”也将升级。

同问天实验舱一样，梦天实
验舱配备 2 套大型柔性太阳翼，
单翼翼展长达 27 米，单套太阳
翼展开面积达到 138 平方米，单
个功率高达 18千瓦。

孟瑶介绍，梦天实验舱和问
天实验舱在资源舱均配置安装
了双自由度对日定向系统，可以

根据空间站在轨运动姿态和太
阳的角度，让太阳翼绕着实验
舱轴和太阳翼轴进行转动，确
保太阳光能够垂直照射在电池
片上，实现最高发电效率。

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组装完
成后，两个实验舱配置的 4套柔性
太阳翼将为中国空间站打造最强
劲的能量源泉，在空间站建成后
为三舱组合体提供 80%的能量。

新技术5“太空电站”将升级

新技术4 气闸舱装上了“电动门”

在梦天实验舱气闸舱上，
有 一 扇 世 界 航 天 史 上 首 次 在
空 间 站 中 使 用 电 驱 动 自 动 开
关的密封舱门。其采用全新的
结构和机构设计，是空间站各
舱门中研制难度最大、周期最
长的舱门。

电 动 外 舱 门 由 控 制 器 控
制，当货物进入气闸舱内完成
出舱准备后，电动外舱门沿舱
门轴线旋转约 90 度开启，确保
货物通道完全打开，实现货物
自动出舱；在完成货物出舱任
务之后，电动外舱门会自动关
闭。宽敞的通道配合载荷转移

机构，梦天实验舱的货物运送
能力可以达到 400 千克。

大尺寸曲面密封结构的精
度要求更高，门体各处的壁厚尺
寸差异性更大。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 529 厂针对舱门的金属主体
选用了新型的工艺方案，实现大
尺寸曲面密封结构高精度轮廓
加工。具有极高强度的非金属
绳，则成为了实现舱门开关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绳 系 牵 引 机
构。在同等重量情况下，这条绳
子的拉伸强度是普通钢丝的 6
倍。用绳子开门，这一“以柔动
刚”的设计着实特别。

这是梦天实验
舱成功对接于天和
核 心 舱 前 向 端 口
后 ，天 和 核 心 舱 内
的情况。

新技术1 配置8个科学实验柜

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
第三个舱段，也是第二个科学
实验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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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
重量约 23 吨，可为航天员提供
超过 32 立方米的工作、活动空
间。其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科学
与应用实验，参与空间站组合
体管理，货物气闸舱可支持货
物自动进出舱，为舱内外科学
实验提供支持。

舱 内 配 置 有 13 个 载 荷 机
柜，其中 8 个是科学实验柜，主
要面向微重力流体和燃烧、材
料科学、基础物理等实验领域，
舱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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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时频实验柜是空间
站中最复杂的实验柜，由两个舱
内科学实验柜和 4 台舱外设备
组成一个完整的实验系统。“高
精度时频实验系统将通过舱内
不同特性原子钟组合，建成世界
上在轨运行的精度最高的空间
时间频率系统。”中科院国家授
时中心主任、高精度时频实验柜
科学实验系统指挥张首刚介绍 ,

空间站提供的超高精度时间频
率信号，将用于相关基础物理研
究实验，如引力红移的测量、精
细结构常数变化的探测等，支撑
相对论及相关理论的高精度检
验。也可以为地面一些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提供高精度时间同步
信号。

在 梦 天 实 验 舱 中 ，科 学
实 验 柜 能 在 太 空 创 造 出 低 至
接 近 绝 对 零 度 ，高 至 1600 摄
氏度的实验条件。

“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可以
带领我们以地面上不可能的方
式进入量子力学的奇异世界。”
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副主任设
计师汪斌说，该柜是我国首个微
重力条件下运行的超冷原子物
理实验平台。利用空间站优越的
微重力条件和一系列新方法新
技术，有望制备出距“绝对零度”
以上仅千亿分之一摄氏度范围
内的超低温量子气体，将能观测
到肉眼可见的宏观量子现象。在
微重力条件下，基于超冷原子物
理实验系统开展的重大物理问
题研究，有望超越地面的限制获
得重大基础科学突破，为基本物
理定律提供更高精度的检验。

““天宫空间站将是我国未来天宫空间站将是我国未来
1010 年规模最大的空间综合性研年规模最大的空间综合性研
究实验平台究实验平台，，我们将把它建成水我们将把它建成水
平先进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平先进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中中
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空间应用系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空间应用系
统副总师刘国宁介绍统副总师刘国宁介绍，，天宫空间天宫空间
站能够高效开展体系化的空间站能够高效开展体系化的空间
科学与应用研究和新技术试验科学与应用研究和新技术试验，，
不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不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持续获持续获
取综合应用效益取综合应用效益。。

梦天实验舱还能在轨梦天实验舱还能在轨““打打

弹弓弹弓””。。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空间
站梦天实验舱总体副主任设计站梦天实验舱总体副主任设计
师孟瑶介绍师孟瑶介绍，，梦天实验舱具备梦天实验舱具备
微小飞行器释放能力微小飞行器释放能力，，能满足能满足
百公斤级飞行器或多个规格立百公斤级飞行器或多个规格立
方星的释放需求方星的释放需求。。微小卫星安微小卫星安
装在释放机构中装在释放机构中，，可像货物出可像货物出
舱一样通过载荷转移机构到达舱一样通过载荷转移机构到达
舱外舱外。。确认发射方向后确认发射方向后，，释放机释放机
构就像弹弓一样将微小卫星弹构就像弹弓一样将微小卫星弹
射出去射出去。。

新技术2 能够在轨释放小卫星

梦天实验舱虽与数月前发梦天实验舱虽与数月前发
射的问天实验舱个头相仿射的问天实验舱个头相仿，，其交其交
会会对接过程却是难上加难对接过程却是难上加难。。““这这
次交会对接的难度次交会对接的难度，，就像是把一就像是把一
辆最大的卡车辆最大的卡车，，停到一个最小的停到一个最小的
车位里面去车位里面去。。””航天科技集团五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院 502502所空间站制导导航与控制所空间站制导导航与控制
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宋晓光说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宋晓光说。。

由于梦天实验舱入轨后由于梦天实验舱入轨后，，
太阳与轨道夹角较大太阳与轨道夹角较大，，太阳帆太阳帆
板发电能力弱板发电能力弱。。如果不能在规如果不能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交会对接定的时间内完成交会对接，，就就
需要中断自主交会对接过程需要中断自主交会对接过程，，
紧急调整梦天实验舱姿态紧急调整梦天实验舱姿态，，使使
其连续对日定向来保证能源的其连续对日定向来保证能源的
供应供应。。这是此次交会对接任务这是此次交会对接任务
的第一的第一““难难””，，也是最大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危险
点点。。

第二第二““难难””，，则是梦天实验则是梦天实验
舱交会对接时舱交会对接时，，空间站组合体空间站组合体
是是““LL””形 的 非 对 称 构 型形 的 非 对 称 构 型 。。相 较相 较

于问天实验舱交会对接时于问天实验舱交会对接时，，组组
合 体 是 只 有 天 和 核 心 舱 的 对合 体 是 只 有 天 和 核 心 舱 的 对
称 构 型称 构 型 ，，““LL””构 型 的 组 合 体 质构 型 的 组 合 体 质
心发生了较大的横向偏移心发生了较大的横向偏移，，让让
空 间 站 在 轨 姿 态 控 制 难 度 显空 间 站 在 轨 姿 态 控 制 难 度 显
著 增 加著 增 加 。。此 外此 外 ，，梦 天 实 验 舱 接梦 天 实 验 舱 接
近 组 合 体 时 需 要 开 启 反 推 发近 组 合 体 时 需 要 开 启 反 推 发
动机减速动机减速，，发动机的羽流会干发动机的羽流会干
扰到组合体的姿态扰到组合体的姿态。。

为精准迎接梦天实验舱的为精准迎接梦天实验舱的
到来到来，，北京飞行控制中心近一个北京飞行控制中心近一个
月先后对空间站组合体实施了月先后对空间站组合体实施了
多次调相控制多次调相控制，，并开展了大量的并开展了大量的
推演推演、、演练工作演练工作，，确保组合体按确保组合体按
时到达交会对接预定位置时到达交会对接预定位置。。

太空中太空中，，““万里穿针万里穿针””的景的景
象再次上演象再次上演。。空间站制导导航空间站制导导航
与控制系统稳定工作与控制系统稳定工作，，精准识精准识
别 梦 天 实 验 舱 和 组 合 体 的 相别 梦 天 实 验 舱 和 组 合 体 的 相
对距离及相对姿态对距离及相对姿态，，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了高精度交会对接了高精度交会对接。。

新技术3“大卡车”停进“小车位”

2021年 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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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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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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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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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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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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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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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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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支持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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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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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晚报》新华社 央视

▲

这是梦天实验舱对接锁锁紧完成这是梦天实验舱对接锁锁紧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