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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船物资有效装载容积扩大20%，“带
货”实力再升级；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
运飞船六度携手，测发时间进一步缩短、流程
可靠性进一步提升；将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等领域，开展29项科学实验和应用试
验……

5月10日晚间，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这是2023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的
首次发射，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
次飞行任务。此次的“天舟快递”有何升级？
发射任务有哪些看点？

看点一：新一组批生产的货运飞船
“首发”

5月5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
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如今，中国
空间站又迎来了新伙伴。

本次发射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承担着空
间站物资保障、在轨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的任
务。相较于空间站全面建造阶段发射的天舟
四号、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有着“不凡”的身份——我国载人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发射的首发航天器；我国改进型货
运飞船首发船；天舟六号到天舟十一号组批生
产的首发货运飞船。

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后勤补给航天器，天舟
货运飞船采用型谱化方案，设计了满足不同货
物运输需求的全密封货运飞船、半密封货运飞
船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种型谱。

截至目前，天舟一号至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均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其中天
舟六号为改进型全密封货运飞船，是世界现
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
货运飞船。

为了满足密集发射需求，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在天舟货运飞船生产过程中实行组
批生产方式，即天舟三号至天舟五号一批
生产研制，天舟六号至天舟十一号一批生
产研制，从而确保同一批次的外形、功能相
似或相近。

从天舟六号开
始，技术团队针对
后续任务需求，对
货运飞船进行了系
统升级，如对货物
舱进行较大改进，
大幅度增强密封舱
的 货 物 运 输 能 力
等，给航天员提供
的物资可以支撑更
长的时间。

看点二：“带货”实力再升级

天舟货运飞船承担了补给空间站推进剂
消耗以及运送航天员生活物资的使命，对于空
间站的后勤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次
任务中，天舟六号货运飞船装载258件（套）货
物，运输物资总重约5.8吨，包括6名航天员在
轨驻留消耗品、约700千克补加推进剂和多项
实（试）验载荷。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师、航天员系统
副总指挥尹锐介绍，此次携带的航天员生活物
资主要包括服装、食品、饮用水等，其中新鲜水
果重达71千克，约是天舟五号携带水果重量
的两倍，可满足神舟十五号和神舟十六号乘组
需求。

一艘货运飞船，其“带货”实力——货物装
载能力的强弱是其“硬核”评判标准。因此，如
何有效提升货物装载能力成为天舟六号的研
制重点。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货运飞船系统团队将全密封货运飞船
拓展为标准型8个贮箱和改进型4个贮箱两种
状态，根据空间站补加推进剂上行需求选用。

改进型全密封货运飞船拓展了全密封货
运飞船型谱，提高了密封舱货物装载能力，可
使货运飞船发射频次由2年4发降低至2年3
发，切实提高空间站工程综合效益。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为改进型全密封4个
贮箱状态，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为基线进行了
改进，将原非密封的后锥段更改为密封舱，以
扩大密封舱装载空间，提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
力。同时取消了一层贮箱，原后锥段舱内设备
调整至推进舱。

改进后，整船物资有效装载容积扩大了
20%，整船物资装载能力提高至7.4吨，这是
我国货运飞船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破7吨。

看点三：“老搭档”加速再出发

六度携手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
运飞船已是一对“老搭档”。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成为“天地运输走廊”的“货运专列”，以每年

1至2次的发射频率为我国空间站正常运转提
供物资保障。

在取得连续成功的同时，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研制队伍也在持续优化火箭设计和发射场
测发流程。

“在测发流程方面，本次任务优化了地面
测控软件，并进行了单机、系统和全箭验证，测
发流程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经过流
程优化，发射场测发时间从27天缩短至25
天。”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
体主任设计师邵业涛说。

回首来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自第一发任
务至今，发射场工作流程所需时间从38天压
缩至25天。或许在常人看来，13天的时间不
足为奇，但为了这13天，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型
号队伍走了近7年。

压缩时间，绝不是对流程、步骤的简单取
消，而是在吃透技术的基础上对流程的进一步
优化。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郭金刚介绍，以往团队采用

高精度水平测量仪来测量火箭的垂直度，之后
团队以厂房平台等设施为参考，保证了火箭

“站立”安全，简化了发射场操作项目，也为火
箭整体降本增效作出了贡献。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动
力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周宏介绍，研制队伍对火
箭发动机等产品进行了可靠性提升改进，进一
步消除薄弱环节。

看点四：未来将开展更多科学实验

本次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除携带各项物资
外，还搭载了多项载荷，用于开展科学实验和
验证。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师、中科
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吕从民介绍，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快速交会对接后，将由
航天员将相关产品转运至空间站舱内，按飞行
任务规划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四个领域共29项科学

实验和应用试验。
“我们将在问天实验舱生物技术实验柜

内，开展空间微重力环境对干细胞谱系分化的
影响研究、干细胞3D生长及组织构建研究、
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化
研究、微重力环境对细胞间相互作用和细胞生
长影响的生物力学研究等4项科学实验。”吕
从民说。

按计划，还将利用梦天实验舱舱外空间辐
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空间辐射损伤评
估科学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环境微生物
对空间暴露环境的耐受性及其机制研究、空间
暴露环境下生命分子的光化学行为研究。

吕从民介绍，在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领
域，还将利用问天实验舱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
用试验装置，开展大规模集成电路、新型半导
体器件、光纤及光电子器件等元器件与部组件
的空间环境效应试验，为新型元器件与组件的
研发以及空间应用与防护提供技术支撑。

据新华社

天舟六号发射四大看点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
到“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

“天宫”建站……许多看似“高大上”“万里
远”的航天技术，其实早已经应用在我们的
生活之中。

为高铁座椅做检测

反复测试，是保证产品可靠性的重要手
段。在轨道交通领域，航天技术应用于多项
测试服务，高铁座椅就是其中一项。

在高铁座椅测试中，需要采用航天技术
进行振动、冲击、疲劳试验等一系列测试，

“千锤百炼”验证其设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
舒适性。比如，在抗冲击和振动试验中，座
椅需在振动台上承受长达15小时、3至5倍
过载的高量级的“揉搓拿捏”，不能有一点点
破损、弯曲；椅背疲劳试验时，要求座椅负重
后经过10万次，甚至25万次以上的反复后
仰再立起操作。

此外，每一张座椅的把手、脚踏、坐垫、旋
转能力等，也要一一测试，判定其皮实耐用、
安全可靠后，还会安排人机工程学测试，确保
乘客能够保持舒适的坐姿和适宜的体感。

防护气囊守护老人安宁

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意外跌倒容

易带来骨折等风险。骨折后，很多老人不敢
上手术台，而长时间卧床又会带来多种并发
症。能否把安全气囊用在人身防护上？

从航天技术转化而来的穿戴式智能防
护气囊，经过电路的布线设计、运动传感器
的选型应用、处理器芯片的编程到跌倒数据
的采集和处理、算法等验证。为了获取足够
的跌倒动作数据，研制人员每天佩戴数据采
集器，在实验室的垫子上反复“跌倒”，有时
候一个人一天要倒下50到60次之多。

防护气囊成品被设计成马甲式样，重量
仅约1千克。它可以自动检测人体的动作，
并在人体落地前打开气囊，为髋部提供缓冲
保护。膨胀的气囊在跌倒时可降低90％的
撞击强度，且充气模块可替换，气袋可重复
使用，经济又实惠。这一产品目前已进入市
场，走进寻常百姓家。

小火箭上天“追云逐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许多农业谚语
多半与预测天气有关。但就算到了现代，由
于天气变化的复杂性，天气预报依然不能做
到百分之百准确。

由航天科技集团四院中天火箭公司研
制的人工影响天气系列“小火箭”，能够合理
利用气候资源，将能与云层发生物理反应的

催化剂带到天上去，实现“追云逐雨”，帮助
更多农民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

这种“小火箭”飞行稳定，不断弹、不偏
航，在增雨防雹方面，取代了以前的飞机、高
炮和土火箭，还可以进行消减雾霾作业，无
论在防灾减灾、保障生产还是保护环境上，
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助力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新能源汽
车。而每台锂电新能源汽车的制造需要40
公斤左右的铜箔。制造铜箔，离不开铜箔装
备阴极辊。

依托航天技术，我国在2016年成功研
制出直径2.7米的阴极辊，一举打破美日等
少数国外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垄断，使国内铜
箔生产企业用上了“中国辊”。统计数据显
示，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700万
辆，同比增长96.9％。

从食品、日化用品到计算机、生物技
术，从通信、汽车到影院，从新材料、新能源
到精密制造、医疗器械……仔细观察我们
身边，航天技术的应用已经辐射到多个领
域，为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贡献着航天智
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

细数生活中的航天技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