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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一号发射成功
“宇宙级快递小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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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太空“快递员”的天舟

一号货运飞船，虽然不用承受风吹
雨淋，但是太空中的日晒却比地球
上猛烈千百倍。为此，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的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帮助“太空快递员”防晒保温。

当天舟一号在太空中，处于
太阳照射的情况下，其表面会迅
速升温，航天科研人员为了帮助

天舟一号推进舱中的设备进行
防暑降温，为其涂上了一层“防

晒霜”。
天舟一号的“防晒霜”是一种

航天专用的热控涂层。该涂层属

于低吸收高发射无机类热控涂
层，空间性能稳定，具有优良的散
热性能。为保证“防晒霜”的涂装

效果，针对天舟一号产品特点，科

研人员在喷涂前对喷漆的压力、

扇面面积、喷涂距离、喷涂量等进
行了多次试验，摸索出了最优工
艺参数。

在地球上，由于存在空气的流
动，即使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摆

放其中的家电发出的热量也会被
空气带走，经过对流换热，整个房
间的温度还会维持均衡。如果将天

舟一号的推进舱想象成一间安装
了许多家电的房间，由于太空里没
有空气进行对流换热，设备的热量

无法及时交换。这种情况下，很可
能部分设备因温度过高而罢工，部

分设备却因温度过低而出现故障。
因此，研制人员又为推进舱内壁喷
涂了一种热控涂层。

而这种具有高辐射率高吸收

特点的热控涂层有一个神奇的功

效：当周围有高热物体时，它能够
快速吸热，并将热量辐射到低温
区域。这相当于给推进舱内部穿

上了一件换热衣，帮助热量在各
设备间相互传递，保证了舱内温

度的均匀。
在热控涂层实施过程中，针

对天舟一号体积大、结构复杂的

特点，科研人员创造性地采用了
整舱旋转分区喷涂的方法，保证
了涂层的均匀，将涂层精度控制

在了十几微米。
天舟一号在太空中经受着冰

火两重天的洗礼，但是有了航天
人为他定制的防晒降温保护装
备，这个“太空快递员”一定能够

圆满完成此次快递工作。

“宇宙级快递小哥”出发啦，天宫二号请注意收货！ 昨天 19 时 41 分 35 秒，
搭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
发射，约 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宇宙级快递小哥”此次太空之旅踏出的第一步，目标天宫二号，主要任
务———输送补给物资。

与天宫二号进行 3次对接
按计划，天舟一号发射入轨

后，将与已经在轨道运行的天宫

二号先后进行3次交会对接。
第一次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预计于发射入轨两天后进行，二

者组合体随后在轨飞行两个月，

其间计划完成 3次推进剂在轨
补加试验。

天舟一号核心目标任务之

一，就是试验推进剂在轨补加技
术，俗称“太空加油”。这项技术也
是未来空间站建设的标配。

由于空间站在太空轨道运行

会受到残存大气阻力的影响而逐

渐降低轨道高度，为了保持原有
高度，就必须消耗燃料推动其上
升，这就需要货运飞船为空间站

进行燃料补充。天舟一号将通过
一些特有的接口将燃料加注到天

宫二号中。

上述任务完成后，天舟一号
将与天宫二号分离，之后从另一
侧与天宫二号进行二次对接。第

二次对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绕

飞试验，检验天舟一号前向对接
能力。

完成绕飞试验以后，天舟一

号将与天宫二号再次分离，各自
独立飞行3个月。这期间内，天舟
一号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搭载的空

间科学试验。在此之后，天舟一号
第三次实现与天宫二号交会对

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会将用
约6个小时完成，将是一次名副
其实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完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
将受控离轨，陨落至预定安全海
域；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拓展

试验和应用。

对接轨道距地面 393公里
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地

面393公里的近圆对接轨道，设
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满足
交会对接任务要求。

担任此次发射任务的是长征

七号遥二运载火箭，这是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的第247次飞行。

天舟一号这次升空，除了为

天宫二号带去补给之外，还着眼

于更长远的计划，为中国未来的
航天空间站建设进行准备。

北京晨报记者 韩娜

防日晒 天舟涂上“防晒霜”

除了防晒，还要防止太空垃

圾的威胁。早在出发前，天舟一号
就听过太空“前辈”大发太空垃圾
的牢骚：“被小小一块10克的太

空垃圾迎面撞上，只刮花了漂亮
帅气的制服都算幸运，好几次甚

至差点穿透制服被送进‘医院’。”
面对这种情况，力学环境测量系
统就将发挥大作用。

天舟一号的飞行器结构撞击
智能感知与定位功能，能够进行
全飞行时段的综合力学环境监

测，不只包括传统的振动、冲击、
噪声环境，更可以在第一时间感

知到太空垃圾撞击的位置和受损
程度，甚至还能检验飞船结构设
计、货物装载合理性，为在轨损伤

修复和结构优化设计提供帮助。

为了运输过程更安全、更智
能，设计师们这次是自主攻克了
系统功能拓展支撑、传感器安装

及电缆穿舱等 10余项技术难
题，极大降低了成本，所以“快递

费”可并没有增长。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
伟芬表示，在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的发射任务中，涉及航天员系统
的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提供装

船上行货物、获取舱外航天服数
据、医学评价和工效学评价。黄
伟芬说，货运飞船是按照3人30

天的任务进行配置相应货物，主
要包括航天员的健康、生活和工

作保障。这次飞行任务还将验证

货物打包、运输、信息管理、交
付、装载、微生物控制等全过程
方案的有效性。“希望通过这次

飞行任务获取相应数据，为空间
站任务做上行物资补给积累经

验，提供设计依据。”黄伟芬说。
她介绍，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实
现舱外活动的重要保障。未来在

完成空间站的组建和设备维修
等任务中，航天员都需要身着舱
外航天服。“在这次任务中，我们

想通过搭载舱外服的结构服，安
装相关传感器获取力学和温度等

数据，为未来的舱外服设计等相
关方面积累数据和依据。”

北京晨报记者 韩娜

防撞击 天舟装上智能系统

飞控难点
任务状态新

在轨时间长

交会模式复杂

轨道控制频繁

推进剂在轨补加实施周期长、风险高

快速交会对接控制精度要求高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