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艙服務艙
提供飛船的提供飛船的
動力和能源動力和能源

返回艙返回艙
是指令中心是指令中心
以及航天員以及航天員
生活起居的生活起居的
地方地方

軌道艙

返回艙

推進艙

A6 要聞文
匯
文
匯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202020年年55月月99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試驗船返回艙抵家試驗船返回艙抵家
中國太空巴士具雛形中國太空巴士具雛形

在軌飛行在軌飛行6767小時小時 回收艙體結構完好回收艙體結構完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2020年5月8日13時49分，中國新一代

載人飛船試驗船（簡稱，試驗船）返回艙在東風着陸場預定區域成功着陸，試驗取得

圓滿成功。試驗船在軌飛行67個小時，完成了多項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驗證

了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高速再入返回防熱、控制、群傘回收及部分重複使用等關鍵技

術。中國版的「太空巴士」已初具雛形，開啟載人航天工程的新篇章。

新飛船新飛船VSVS神舟飛船神舟飛船

來自黑龍江的雪鶴天然蘇打水和人善米良大米、小米昨日隨返
回艙返回，完成了太空之旅。

據天祥至誠飲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孫宏偉介紹，為使兩種產品順利完成搭載任
務，該企業此前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今後將對搭載產品進行研究，觀察變異
及是否適應太空環境，同時根據結果再決定改造升級等。
中國航天員中心相關人員表示，中心選擇合作夥伴非常嚴格，必須從企業實
力、品牌形象、產品品質等方面作綜合考察。航天員中心用水必須天然。
據了解天然蘇打水在全世界只有五個國家擁有，目前中國僅在黑龍江拜泉縣
附近有少量水源，雪鶴天然蘇打水曾代表中國在高端會議上服務過各國政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哈爾濱報道

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飛
行任務的圓滿成功，開啟載人航
天探索的新篇章。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五院的專家表示，經過此次

任務驗證，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的主要技術指
標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與國際先進的天地往返
航天器相比，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的能力毫不遜
色，都具備適應多任務需求能力、更大的軌道機
動能力、兼顧陸上和水上着陸能力等。

載人航天代表着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科技實
力。自1992年以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按照「三

步走」的發展戰略踏實前行，實現了載人航天工
程從無人到有人、從一人到多人、從一天到多
天、從出艙到交會對接的跨越式發展，建立了中
國自主太空站所需具備的天地往返運輸能力。

可靠性大幅提升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紹，新飛船試驗船開展高

速再入飛行試驗的方案自2015年開始論證，在短
短3年間就完成了方案設計、產品研製、整船總
裝、綜合測試、大型試驗，突破大量關鍵技術，
從無到有打造 出了試驗船。作為

中國下一代天地往返運輸飛行器，新飛船尤其是
在可靠性、安全性、舒適性、經濟性以及智能化
程度等方面有大幅提升。

專家表示，經過任務驗證，新一代載人飛船試
驗船的主要技術指標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試
驗船飛行任務的圓滿成功，標誌着新一代載人飛
船已具備雛形。後續，將開展新一代載人飛船總
體方案深化論證，盡快完善和研製具備高承載人
數和貨運運輸能力、適應近地空間站和載人深空
探測任務的新一代載人飛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首次採用國際上推力最大的單組元無毒發動機首次採用國際上推力最大的單組元無毒發動機
該發動機使用的HAN推進劑具有無毒、無污染、低

冰點、密度大、比衝高和使用維護成本低等優點，後續將全
面替代現有推進劑，進一步提高航天員的安全性。

首次採用中國目前太空飛行器用的最大容積
表面張力貯箱

這一貯箱採用鋁合金內襯+複合材料纏繞結構，裝載量更
多，能為試驗船提供更大的軌道機動能力。在軌飛行期間，
試驗船輕鬆完成了多次變軌，進入了大橢圓軌道，為大再入
角高速再入返回創造了充分條件。

更加全面的綜合電子系統
任務過程中，該系統出色完成了整船總線管理、時間

系統管理、數據存儲、觸點信號處理，以及熱控管理等功
能，讓飛船的運行更高效。

更加智能的自主軌控技術
在軌運行期間，姿控發動機進行姿態控制，保持了三

軸對地姿態以及變軌和制動期間的姿態穩定性；軌控發動機
實現多次變軌，並成功執行返回制動，精準操控着試驗船完
成太空飛行。

首次採用新型防熱結構與材料
整個防熱結構在重量同比降低超過30%的基礎上，保持

了極高的防熱效率。防熱結構首次採用可拆卸更換設計，能夠
有效提高可重複使用率。返回後只需進行一次「體檢」，更換
一套新的防熱結構，返回艙就又能投入下一次任務。

首次採用群傘氣動減速和氣囊着陸緩衝技術
返回艙進入大氣層，到達指定高度後，2具減速傘和

3 具主傘依次打開，成功將返回艙的速度從「飛機飛行速
度」降為「汽車市區行駛速度」，最大程度保證了返回艙的
安全、完整回收。

在軌數據獲取系統為未來研製提供科學支撐
任務期間，該系統通過多種傳感器網絡，獲取了船箭分

離衝擊載荷，以及運載發射、在軌飛行和返回着陸過程的載荷
環境等數據，將為新飛船後繼型號研製優化提供重要參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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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米與水完成太空之旅�*&

5月5日18時00分，試驗船搭乘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從文昌航天發射場升空開啟太空之旅。完
成多項太空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後，北京航天飛行控
制中心在8日12時21分控制試驗船完成返回制動，
進入返回軌道。13時33分，服務艙與返回艙成功分
離。13時49分，試驗船返回艙安全着陸。搜救分隊
第一時間發現目標並到達着陸現場開展處置，經現場
確認，試驗船的艙體結構完好。這也是在中國太空站
建設階段，東風着陸場承擔的航天搜索回收任務首戰
告捷。

載人載物本領巨大
新一代載人飛船是面向中國載人月球探測、太空站

運營等任務需求而論證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新一代
天地往返運輸飛行器。相比現役的神舟飛船，新飛船
不僅運送航天員往返離地球近400公里的中國太空
站，還能完成38萬公里外的載人登月甚至去更遠的
星球探險；相比現役的天舟飛船，新飛船能夠從近地
太空站下行運輸貨物，有着二者兼具的「載人+載
物」的強大本領。

突破回收重用技術
據介紹，新飛船在可靠性、安全性、舒適性、經

濟性以及智能化程度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可重複
使用的返回艙是一大設計特點。科研人員將星敏感
器、計算機等一些高價值的設備，經過優化設計由
服務艙調整至返回艙安裝，這樣就可隨返回艙返回
地球後進行回收利用。在返回艙外包覆中國自主研
製的新型輕質防熱結構，執行完任務後只需更換輕
質防熱結構，經過規範嚴格的檢測，就可再次執行
載人航天飛行任務。
在此次任務中，新飛船試驗船突破了多個「首
次」，包括返回艙結構首次採用密封艙和非密封艙設
計，防熱結構首次採用新型輕質耐燒蝕的碳基防熱材
料滿足高速再入熱防護需求，首次採用國際上推力最
大的新型單組元無毒推進系統，首次使用中國國內航
天器最大的表面張力貯箱等。專家們認為，這次飛行
試驗的成功可實現中國載人天地往返運輸技術由跟跑
到並跑的跨越，為載人登月飛船奠定堅實的基礎。

■■東風着陸場圓滿完成返回艙搜索回收任務東風着陸場圓滿完成返回艙搜索回收任務。。 新華社新華社

■ 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返
回艙5月8日13時49分在東風着
陸場預定區域成功着陸。 新華社

■■東風着陸東風着陸
場工作人員場工作人員
進行返回艙進行返回艙
艙體狀態檢艙體狀態檢
查查。。 新華社新華社

■ 三朵巨大的紅白「傘花」在着陸場上空盛放，中
國新飛船試驗船返回艙緩緩搖曳着降落。 網上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新飛船試驗船 神舟飛船

8.8米 全 長 約9米
21.6噸 重 量 約8噸
6-7名 運送航天員 3名
兩艙結構，包含返回艙、 結 構 三艙結構，包含軌道艙、
服務艙 返回艙、推進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