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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3月12日1時51

分，中國新一代中型高軌液體運載火箭長征七號A運載火箭（長

七A，又稱長征七號改）托舉試驗九號衛星在文昌航天發射場

升空。時隔近一年後，長七A火箭走出首飛失利陰影，一舉「王

者歸來」。此次成功發射，拉開了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年度航

天發射任務的大幕，標誌着中國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家族又添

新成員，填補中國航天高軌運載能力的空白。

長七A火箭是由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有限公司一院研製的三

級火箭，主要用於發射地球同步軌
道衛星，全長60.1米，芯一級、芯
二級直徑3.35米，芯三級直徑3
米，助推器直徑2.25米，起飛重量
約573噸，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力
不低於7噸，同時具備零傾角軌
道、奔月軌道等高軌發射能力，是
中國第一個助推器與芯一級集束式
分離的捆綁火箭。

運力提高 5.5噸到7噸
據介紹，隨着中國航天技術的不

斷發展，未來高軌軌道衛星發射重
量可達6噸至7噸左右，目前中國
現役主力運載火箭的地球同步轉移
軌道運力為5.5噸，長七A火箭將
此項運力提升到了7噸，有效填補
了中國高軌運載能力空白。此外，
長七A火箭的成功發射，進一步豐
富了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型譜，不
僅實現了中國中型運載火箭的更新
換代，而且將有力帶動和牽引未來
大中型衛星的升級換代，對航天強
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突破多項關鍵技術
助高密度發射

長征七號火箭在2016年首飛，
並曾成功發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
長七A火箭是按照新一代運載火箭
的型譜規劃，在長七火箭基礎上，
與長三甲系列火箭三子級組合形成
的一款新構型火箭，全面繼承長七
火箭、長三甲系列火箭技術基礎。
研製團隊突破了大長細比火箭姿態
控制技術、適應典型故障模式的制
導控制技術等關鍵技術。此外，長
七A火箭採用「通用化、系列化、
組合化」設計理念，有利於火箭組
批生產，奠定了高質量、高效率、
高效益發展的基礎，支撐未來火箭
的高密度發射。

2025前將每年發射三至五次
根據目前任務安排，長七A火箭

2025年前任務飽滿，將每年執行3
次至5次發射任務。後續，長七A
火箭還將根據任務需求研製更大直
徑整流罩構型，以長七A火箭為基
礎，通過增加上面級等方案，實現
零度軌道傾角衛星發射任務、探
月、探火和小行星探測等深空探測
任務。

搭載試驗九號衛星
監測空間環境

據介紹，昨日這是長征系列運載
火箭的第362次飛行。長七A火箭
搭載的試驗九號衛星由航天科技集
團五院研製，主要用於空間環境監
測等新技術在軌驗證試驗。該衛星
從研製到出廠僅用8個月時間，創
造了五院大中型遙感衛星研製的新
紀錄，是衛星研製團隊攻堅克難、
流程優化成果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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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級半構型

芯級直徑 3.35
米，捆綁4個直
徑 2.25 米的
助推器

近 地 軌
道運載能
力不低於
14噸，700
公里太陽同步軌
道運載能力達

5.5噸

三級半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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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長七
A運載火箭由長七火箭改進研製而成，主要將承
擔未來中國高軌發射任務，專家表示，由於面向
的是中高軌道衛星的發射需求，對火箭入軌的速
度要求比較高，長七A火箭的入軌速度達到10公
里/秒左右，而面向近地軌道的長七火箭則為8公
里/秒左右。長七A火箭繼承了成熟技術，但研製
的難度不亞於設計一個全新的火箭，研製團隊突
破了大量全新的關鍵技術。

據介紹，長七運載火箭是為發射貨運飛船而研
製的一型火箭，其發射目標軌道是近地點200公里、

遠地點400公里的近地軌道。神舟飛船、天宮實驗
室和未來的空間站都是運行在這個軌道上。長七
A則是為了滿足高軌道發射而研製的一型火箭。所
謂「高軌道」指的是距離地面最遠達到36,000公
里的地球同步轉移軌道。導航衛星、通信衛星都
是在這個軌道上的「常客」。想要讓衛星進入更
高的軌道，火箭的飛行速度就必須要更快。

入軌速度要求高 達10公里/秒
航天科技集團一院長征七號火箭總設計師程堂

明向內地媒體表示，長七A面向的是中高軌道衛

星的發射需求，它對火箭入軌的速度要求比較高，
達到10公里/秒左右，長七火箭的入軌速度大概接
近8公里/秒左右，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外形更修長 攻關難度更大
此外，長七 A 火箭主體直徑雖與長七火箭相

同，而且比後者高出7米，外形更加修長。然而這
種細長的火箭在飛行過程中，受到高空風的影
響，一不小心就有「攔腰折斷」的風險。如何讓細
長的長七改火箭能夠保持姿態、飛得更穩，是考
驗設計師的一道難題。專家表示，長七A是目前

國內火箭長細比最大的運載火箭，火箭變高了也
變軟了，整個控制難度加大，包括參數設計到半
實物仿真，各種參數都需要精細地去調。

採天基測量技術提高效率
此次發射，長七A火箭還採用了天基測量技

術，通過天上的中繼衛星進行火箭發射過程中
的信號傳輸，大大提高測量的效率。程堂明表
示，這次新研製的6兆碼Ka頻段的天基測量，
能夠利用中繼星傳輸火箭的飛行遙測數據，而
這項技術成熟以後可逐步取代測量船。

2020年3月16日，正值
全國抗擊新冠疫情最危急
的時刻，長征七號A運載
火箭在文昌航天發射場升
空，火箭飛行持續到 168

秒時失控，長七A火箭首飛宣告失利。作為
一型新研製的運載火箭，在首飛中出現問題
是正常的，但這次失利依然成為籠罩在航天
科研人員心中的陰影。

媒體披露了長七A團隊在這300多天的故
事。失利後，科研人員迅速定位故障。團隊
就使用故障樹的方法分析：按照嫌疑大小程
度分級展開，抽絲剝繭，層層進行分解，最
終定位到了原因——助推器氧箱出流口發生
了空化現象，可能導致泵入口壓力降低，不
滿足發動機工作的下限要求。20天左右的時
間，長七A遙一火箭故障的最終定位完成。
為確保萬無一失，研製團隊後續又做了大量

試驗和仿真。

團隊疫下集中隔離展開工作
在那段不分晝夜的歸零日子裏，團隊的每

個人都在超常付出。試驗隊從發射場回到北
京後，按照當時的疫情防控政策，需要居家
隔離14天。但時間不等人，每個人都迫切希
望盡快完成歸零，開展下一步工作。於是，
團隊提出了「集中隔離」的要求，將40多名
核心人員安排在賓館住下，即刻展開工作。

2020年4月初，在完成故障定位後，型號
兩總（總指揮、總設計師）提出：要組織長
七A遙二火箭復飛，在2020年底，完成產品
準備，讓火箭具備出廠條件。在各單位團結
協作、大力協同下，2020年12月30日，長七
A遙二火箭完成了出廠評審。昨日，隨着火
箭復飛成功，長七A科研團隊終於走出至暗
時刻，撥雲見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走過至暗時刻：
從首飛失利到復飛成功的三百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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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入軌速度 長七A瞄準高軌發射

長征五號運載火箭
首飛日期：2016年11月3日
發射任務：成功將實踐十七號衛星，實踐二十號衛星，天問

一號火星探測器，嫦娥五號探測器送入太空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
首飛日期：2020年5月5日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和柔性充氣式貨

物返回艙試驗艙

長征六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15年9月20日
發射任務：航天東方紅希望二號、吉林一號視頻04/05/06星等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16年6月25日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多用途飛船縮比返回艙、天舟一號貨運

飛船、「絲路一號」科學試驗衛星等

長征七號改（長七A）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20年3月16日（失利）

2021年3月12日復飛成功
發射任務：成功發射試驗九號衛星

長征八號運載火箭
首飛時間：2020年12月22日
發射任務：天啟12號低軌窄帶物聯網衛星組網星等

長征十一號
首飛時間：2015年9月25日陸地首飛成功

2019年6月5日首次海上發射
發射任務：吉林一號、珠海一號、引力波暴高能電磁對應體

全天監測器衛星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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