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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11

月1日5時58分07秒，

長征二號F遙八火箭托

舉神舟八號飛船在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升空，成

功實現「零窗口」發

射，經過583秒飛行

後，神八成功進入近地

點200公里、遠地點

330公里的初始軌道，

踏上與天宮一號目標飛

行器實施交會對接的旅

途。這次完美發射，亦

創造了中國火箭入軌精

度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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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西方強國的封鎖和孤立，中國也許不會進行「當

了褲子也要搞的『兩彈一星』工程」，也許就不會擁有獨立自

主的航天工業體系，不會有即將進行的首次空間交會對

接，更不會有2020年將建成的空間站——這座可能是當

時全球唯一在軌服役的空間站。

公開透明顯主導心態
從交會對接任務開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呈現

出一種明顯變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從2008年

神七發射首次向外媒開放，到今年神八升空邀請

歐空局、德國宇航中心官員前來觀摩，乃至跟

隨神八升空的中德聯合科學實驗項目，中國不

但對航天工程充分公開透明，更顯出一種難得

的「主導心態」。

這種開放的心態，建立在日趨強大的航天實

力上。載人航天進入空間實驗室階段，即將突

破交會對接技術；深空探測完成月球繞飛探

測，即將實現月面 陸；北斗導航發展迅速，

多顆衛星成功組網即將投入商業運行⋯⋯中

國毫無諱言打造航天強國的雄偉藍圖，並大

步向前地發展，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切都

源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在軌運行唯一空間站
感受過外國專家撤離的切膚之痛，體

會過遭國際空間站拒絕的挫敗。那個強

國「不帶 一起玩」的中

國，雖距「登頂」尚有

不小差距，但其對建

起獨立自主航天體

系，已擁有不懼任何

技術封鎖的底氣。

依照計劃，2020

年中國將獨立建成

60噸級空間站，這

雖然在規模上不能與

國際空間站相比，但卻可能是

當時在軌運行的唯一空間站。

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

說，中國空間站將成為開放的

「太空實驗室」，為中國及世界

各國的科學家提供空間科學研究

和空間應用的平台。時光轉換，中國已成為世

界航天舞台的建造者。

從1956年創立，中國航天迄今已走過55年歷

程。曾經的篳路藍縷、辛酸血淚莫不敢忘，曾

經的不斷突破、屢創奇跡亦激動人心。展望未

來，這是一個全球共同迎來的空天時代，而中

國，必將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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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雖距「登頂」尚有

不小差距，但其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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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科學家提供空間科學研究

和空間應用的平台。時光轉換，中國已成為世

界航天舞台的建造者。

從1956年創立，中國航天迄今已走過55年歷

程。曾經的篳路藍縷、辛酸血淚莫不敢忘，曾

經的不斷突破、屢創奇跡亦激動人心。展望未

來，這是一個全球共同迎來的空天時代，而中

國，必將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沒有西方強國的封鎖和孤立，中國也許不會進行「當

了褲子也要搞的『兩彈一星』工程」，也許就不會擁有獨立自

主的航天工業體系，不會有即將進行的首次空間交會對

接，更不會有2020年將建成的空間站——這座可能是當

時全球唯一在軌服役的空間站。

公開透明顯主導心態
從交會對接任務開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呈現

出一種明顯變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從2008年

神七發射首次向外媒開放，到今年神八升空邀請

歐空局、德國宇航中心官員前來觀摩，乃至跟

隨神八升空的中德聯合科學實驗項目，中國不

但對航天工程充分公開透明，更顯出一種難得

的「主導心態」。

這種開放的心態，建立在日趨強大的航天實

力上。載人航天進入空間實驗室階段，即將突

破交會對接技術；深空探測完成月球繞飛探

測，即將實現月面 陸；北斗導航發展迅速，

多顆衛星成功組網即將投入商業運行⋯⋯中

國毫無諱言打造航天強國的雄偉藍圖，並大

步向前地發展，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切都

源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在軌運行唯一空間站
感受過外國專家撤離的切膚之痛，體

會過遭國際空間站拒絕的挫敗。那個強

國「不帶 一起玩」的中

國，雖距「登頂」尚有

不小差距，但其對建

起獨立自主航天體

系，已擁有不懼任何

技術封鎖的底氣。

依照計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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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在軌運行唯一空間站
感受過外國專家撤離的切膚之痛，體

會過遭國際空間站拒絕的挫敗。那個強

國「不帶 一起玩」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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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明顯變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從2008年

神七發射首次向外媒開放，到今年神八升空邀請

歐空局、德國宇航中心官員前來觀摩，乃至跟

隨神八升空的中德聯合科學實驗項目，中國不

但對航天工程充分公開透明，更顯出一種難得

的「主導心態」。

這種開放的心態，建立在日趨強大的航天實

力上。載人航天進入空間實驗室階段，即將突

破交會對接技術；深空探測完成月球繞飛探

測，即將實現月面 陸；北斗導航發展迅速，

多顆衛星成功組網即將投入商業運行⋯⋯中

國毫無諱言打造航天強國的雄偉藍圖，並大

步向前地發展，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切都

源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在軌運行唯一空間站
感受過外國專家撤離的切膚之痛，體

會過遭國際空間站拒絕的挫敗。那個強

國「不帶 一起玩」的中

國，雖距「登頂」尚有

不小差距，但其對建

起獨立自主航天體

系，已擁有不懼任何

技術封鎖的底氣。

依照計劃，2020

年中國將獨立建成

60噸級空間站，這

雖然在規模上不能與

國際空間站相比，但卻可能是

當時在軌運行的唯一空間站。

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

說，中國空間站將成為開放的

「太空實驗室」，為中國及世界

各國的科學家提供空間科學研究

和空間應用的平台。時光轉換，中國已成為世

界航天舞台的建造者。

從1956年創立，中國航天迄今已走過55年歷

程。曾經的篳路藍縷、辛酸血淚莫不敢忘，曾

經的不斷突破、屢創奇跡亦激動人心。展望未

來，這是一個全球共同迎來的空天時代，而中

國，必將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沒有西方強國的封鎖和孤立，中國也許不會進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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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神八飛船雖
非載人飛船，但科研人員亦搭載大量太空人所需食品及
「迷你廚房」、「太空空調」、「微型醫院」等設施，為
2012年太空人升空做好準備。

加熱小裝置充當廚房
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方面表示，應急食品包乃貨

真價實，非模擬件，按每人一套的原則配備，包裡主要
是高能壓縮食品和飲用水，能滿足應急情況下2天用
量。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介紹，該公司研發的多項高新

技術在天宮一號、神八飛船中得到應用，可幫助太空人

在天上吃飯、休息甚至就醫。迷你「太空廚房」實際上
是一種特質的食品加熱裝置，長、寬、高均不超過30厘
米，重量僅有4.4千克，能把食材加熱成佳餚，甚至讓太
空人喝暖暖的果汁。

適時監測生理指標
被稱為「太空空調」的氣體流量調節裝置、宇航服溫

控調節裝置，是環境控制及生命保護分系統產品，在太
空人飛行試驗中發揮 特殊作用。
微型「太空醫院」已跟隨天宮一號升空。「醫院」由

10餘種不及巴掌大的銀灰色長方體裝置組成，卻能適時
監測航天員的各項生理指標，並將數據自動分析後傳送
至地面設備，以便地面人員對航天員的身體狀況進行實
時監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依照計劃，
2012年中國將發射神九、神十飛船，與天宮一號進行載
人交會對接。昨日升空的神八飛船，搭載有兩名模擬太
空人，進行太空人生理試驗。目前，兩名模擬人運行狀

態良好，正發出模擬人體生理信號。
神八飛船搭載的兩名模擬太空人，身穿白色的艙內航

天服，躺臥在狹小椅盆中，身體被束縛帶緊緊固定。航
天服上裝有生理信號測試盒，模擬產生心電、呼吸、體
溫、血壓等信號，經採集傳輸後下傳到地面，通過這些
數據就可以驗證設備的性能。

據新華社1日電 神舟八號與天宮一號預計交
會對接的時間是3日凌晨，屆時兩個飛行器正
飛行在中國甘肅、陝西上空。
據北京飛控中心總體室工程師陳翔介紹，甘

肅、陝西兩地測站分佈比較密集，屬於搭界弧
段，可實現測控全可見。同時，甘陝兩地又處
於天鏈01星和天鏈02星兩顆中繼衛星的覆蓋地
段，能夠保證神舟八號和天宮一號從相距140米
的停泊點，到最終的靠攏鎖緊階段，整個過程

都在中國觀測範圍內。
陳翔說，測控全可見的意義在於，一旦出現

緊急情況，能夠及時進行測控，第一時間進行
處理，從而保證各類操控的可靠性。
由於軌道運行原因，第一次交會對接的整個

過程正好處於夜間，即太陽光無法照射的陰影
區，肉眼很難看到，只能通過專業手段進行觀
測。預計第二次交會對接處於白天，其實現位
置基本上也處於中國甘肅、陝西上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神八
飛船升空後約70分鐘，中繼衛星對其準確捕
獲，成功建立通信鏈路。天鏈一號01、02星開
始為天宮神八雙目標接力提供全程可靠的天基
測控通信保障。
載人航天工程測控通信系統副總指揮黃惠明

表示，中繼衛星系統大大提高了神八飛船的測

控覆蓋率和傳輸速率，實現了地面與飛行器間
更長時間的連續通話和更清晰的視頻圖像數據
傳輸。
中繼衛星系統是一種新型空間信息傳輸系

統，可為航天器提供跟蹤、測控、數據中繼等
多種服務，在空間探索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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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凝哲 北京報道）11月3日凌

晨，神八飛船將與天宮一號

目標飛行器進行首次空間交

會對接。專家表示，與美

國、俄羅斯不同，中國自主

研發的對接機構採用導向板

內翻式的異體同構周邊式構

型。對接過程一共大約需要

十分鐘時間，分為相撞、捕

獲、緩衝、校正、拉近、拉

緊、密封、剛性連接8個步

驟。

通過101次對接試驗
交會對接技術，是國際公

認的載人航天技術難題。目

前，世界載人航天領域使用

的對接機構有兩大類：一類

是美國航天飛機的「異體同

構周邊」式對接機構，另一

類是俄羅斯和歐空局ＡＴＶ

飛船上的「錐－桿」式對接

機構。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研究

員、交會對接大型地面試驗

系統原負責人陶建中向媒體

透露，中國瞄準世界先進水

平，對接機構採用了導向板

內翻式的異體同構周邊式構

型。對接機構在「上天」之

前，已經在地面上進行1101

次對接試驗、647次分離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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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2名模擬太空人

交會對接 料於甘陝上空完成

中繼衛星 實現雙星跟蹤雙目標

「我
給它打100分！」長征二號F遙八火箭托

舉神舟八號飛船精確入軌後，載人航天

工程火箭系統總指揮劉宇說。

執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次交會對接任務的神

舟八號飛船，將通過5次變軌、4次「剎車」，將近

130萬公里的飛行，從初始軌道轉移到高度約330

公里的近圓軌道，在天宮一號下方約52公里處開

始與其建立通信，進入自主導航，於3日凌晨與天

宮一號目標飛行進行交會對接。

目前，天宮一號已進入處於交會對接的343公里

軌道上，工作狀況一切正常，具備交會對接的條

件。「也就是說萬事俱備只欠神八」，北京飛控中

心副主任麻永平表示。

火箭技術新 提升入軌精度
33天前，長征二號FT1火箭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同一塔架起飛，成功發射天宮一號。與此前發射7

艘神舟飛船的火箭相比，用於中國首次空間交會

對接任務的這兩枚火箭經歷了100多項技術改進，

可以說是全新的火箭。發射神舟八號的長征二號F

遙八火箭第一次採用先進的迭代制導技術，將入

軌精度提升了一個量級。這是長征二號F型火箭的

第9次發射，也是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149

次飛行。

合體12天後 進行二次對接
對接如獲成功，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

完全掌握空間自動交會對接技術的國家。

神八由軌道艙、返回艙和推進艙3個艙段組成，

全長9米，底部最大直徑2.9米，質量約8000千

克，具備承載3人5天的獨立飛行能力，具備自動

和手動交會對接與分離功能。神八與天宮一號完

成首次交會對接後，其組合體將運行12天，再次

進行二次交會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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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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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
八
步
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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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中國瞄準世界先進水

平，對接機構採用了導向板

內翻式的異體同構周邊式構

型。對接機構在「上天」之

前，已經在地面上進行1101

次對接試驗、647次分離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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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長征55載
將成世界舞台主角

歷來
如果沒有西方強國的封鎖和孤立，中國也許不會進行「當

了褲子也要搞的『兩彈一星』工程」，也許就不會擁有獨立自

主的航天工業體系，不會有即將進行的首次空間交會對

接，更不會有2020年將建成的空間站——這座可能是當

時全球唯一在軌服役的空間站。

公開透明顯主導心態
從交會對接任務開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呈現

出一種明顯變化：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從2008年

神七發射首次向外媒開放，到今年神八升空邀請

歐空局、德國宇航中心官員前來觀摩，乃至跟

隨神八升空的中德聯合科學實驗項目，中國不

但對航天工程充分公開透明，更顯出一種難得

的「主導心態」。

這種開放的心態，建立在日趨強大的航天實

力上。載人航天進入空間實驗室階段，即將突

破交會對接技術；深空探測完成月球繞飛探

測，即將實現月面 陸；北斗導航發展迅速，

多顆衛星成功組網即將投入商業運行⋯⋯中

國毫無諱言打造航天強國的雄偉藍圖，並大

步向前地發展，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切都

源於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在軌運行唯一空間站
感受過外國專家撤離的切膚之痛，體

會過遭國際空間站拒絕的挫敗。那個強

國「不帶 一起玩」的中

國，雖距「登頂」尚有

不小差距，但其對建

起獨立自主航天體

系，已擁有不懼任何

技術封鎖的底氣。

依照計劃，2020

年中國將獨立建成

60噸級空間站，這

雖然在規模上不能與

國際空間站相比，但卻可能是

當時在軌運行的唯一空間站。

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

說，中國空間站將成為開放的

「太空實驗室」，為中國及世界

各國的科學家提供空間科學研究

和空間應用的平台。時光轉換，中國已成為世

界航天舞台的建造者。

從1956年創立，中國航天迄今已走過55年歷

程。曾經的篳路藍縷、辛酸血淚莫不敢忘，曾

經的不斷突破、屢創奇跡亦激動人心。展望未

來，這是一個全球共同迎來的空天時代，而中

國，必將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太空居所 一應俱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11

月1日5時58分07秒，

長征二號F遙八火箭托

舉神舟八號飛船在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升空，成

功實現「零窗口」發

射，經過583秒飛行

後，神八成功進入近地

點200公里、遠地點

330公里的初始軌道，

踏上與天宮一號目標飛

行器實施交會對接的旅

途。這次完美發射，亦

創造了中國火箭入軌精

度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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