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靈活加裝不同助推器

新主力火箭勝任多類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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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介紹，長征七號運載火箭不僅滿足發射貨
運飛船的需求，未來還將承擔中國航天多種類型的發射任務。有海外專家表示，中國運載火箭
家族增添了一位舉足輕重的成員，將為中國航天承擔重任。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據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一研究院
介紹，為更好地控制火箭飛行，將航
天器精確送入軌道。長征七號運載火
箭控制系統創新採用了143項智能控
制軟件，這是現役火箭軟件使用量的
30倍，大大提高了控制精確度。

技術成熟後將載人
「長七」是按照載人航天標準設

計的火箭，控制系統和增壓系統實現
了冗餘，設計可靠性大幅提高，這標
誌中國火箭控制系統向全數碼化控制
模式發展。 「長七」成熟後將成為新

一代載人火箭，用於發射新一代載人
飛船。

「長七」採用兩種新型液氧煤油
發動機，較常規推進劑比沖提高20%
，推力提高60%，平均成本僅為常規
推進劑的十分之一，不僅秉承中國航
天綠色環保的發展理念，還降低了成
本，提高火箭性能。

為了儲存更多燃料，提供更強動
力， 「長七」助推器長約27米，約為
現役火箭助推器的2倍。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還增加了一個
捆綁點，載荷、捆綁裝置等設計難度
大大增加。

長七軟件超現役火箭30倍

▲長征七號運載火箭在火箭衛星總裝測試廠房吊裝測試
中新社

中國重型火箭或15年內首飛

作為中國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
的基本構型，面向主流衛星市場，
適應面更寬。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運載火箭技
術研究院長征七號副總設計師程堂
明說，通過改型或與上面級組合，
長征七號運載能力覆蓋大多數主流
衛星所需的運載能力，是中國未來
航天發射任務的 「主力軍」，未來
將成為在役主力火箭的 「接班人」
，肩負着長征火箭技術進步和更新
換代的歷史重任。

搭建「天地運輸走廊」
程堂明介紹，長征七號首飛是

載人航天工程空間實驗室任務的首
戰，它的誕生為載人航天工程提供
了可靠的運輸工具。完成此次首飛
任務之後，長征七號未來將承擔中
國首個空間貨運飛船─天舟一號
的發射，為中國長期有人照料的空
間站搭建起 「天地運輸走廊」。

「到2020年，載人航天工程中很
多任務將由長征七號來承擔。」程

堂明進一步解釋說，長征七號是為
空間站工程研製的全新一代無毒無
污染運載火箭，前期執行發射貨運
飛船任務，後續將執行發射新型載
人飛船的任務。

據介紹，長征七號主要用於發
射近地軌道太陽同步軌道有效載荷
，將近地軌道運載能力提升至13.5噸
，運載能力和現役火箭相比，提高
了近50%，極大地提高了中國近地軌
道運載能力水準。

將為空間站運送補給
法國國家航天研究中心運載火

箭指揮部主管創新的專家熱羅姆維
拉說，中國正在更新其運載火箭家
族，長征七號作為中型火箭將在中
國各類航天戰略任務中發揮作用。

維拉表示， 「長七」可在不變
更發動機和火箭各級的情況下加裝
不同的助推器，並使這些 「模塊」
協同工作。它還採用有利於環保的
低溫液氧煤油燃料，可以顯著降低
成本。

美國行星學會的載人航天專家
賈森戴維斯也表示，長征七號這一
多用途中型火箭將成為中國的主力
運載火箭。按計劃，到今年底中國
將在短短一年內便擁有長征七號、
長征五號兩種新型運載火箭，顯然
中國在 「投資未來」，提升航天運
載能力。

預計長征七號將承擔貨運飛船
發射任務，為未來的中國空間站運
送補給。因此，戴維斯認為，長征
七號發射也是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的
重大里程碑，這一成就和中國空間
站歡迎國際合作的立場，彰顯了中
國的 「太空雄心」。

日本運載火箭協會理事吉田久
信評論說，長征七號運載火箭代表
目前中國運載火箭研製技術的最
高水準，它的近地軌道運載能
力非常適合發射貨運飛船
。今後，中國可用這一
型號的火箭加快完
成其空間站的建
設。

全長53.1米、直徑
3.35米、捆綁4個
2.25米助推器，

起 飛 重 量
597噸

新型運載火箭

控制系統採用智能
化芯片、可自我檢
測，箭體採用三維

技術設計及
生產

先進技術

接近13.5噸（近地軌
道），推進劑採用液
氧煤油，秉承中國航

天綠色環保發
展理念

運載能力

運載 「天舟」 貨運
飛船，逐步替代長
征二號、三號、四

號系列火箭

承擔任務

加注的是低溫燃料，
易燃易爆易蒸發，燃

料加注後可停放
24小時

停放時間
創紀錄

新動力：採用全液氧煤油的 「綠色」 能源，液氧和煤油燃燒後產生
二氧化碳和水，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新布局：外形和中國現役火箭體型差別不大，但為儲存更多燃料，
提供更強動力

新環境：通過一系列技術創新克服了海南發射場高溫、高濕、鹽霧
、淺層風及雷電等自然環境條件帶來的新挑戰

新結構：採用整體鍛環機加成型叉形環、貯箱壁板網格平板機械銑
及滾彎成型等新工藝

新體制：控制系統採用三條總線控制，基於三總線網絡實現全箭信
息綜合、飛行控制；實現遙、外測一體化設計，採用天基測控實現
重要數據中繼傳輸

新測發：在發射場進行的垂直總裝、垂直測試、垂直轉場，被稱為
「三垂模式」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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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國載人登月計劃經過多番論證
，立項在即。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日前
對大公報透露，中國新一代重型火箭
已經完成深化論證，其運載能力將超
過美國正在研製的新一代運載火箭（
SLS）。

可滿足深空探測需求
重型運載火箭是指起飛推力達到

3000噸，近地軌道運載能力達100噸
的火箭。中國一直未研發出重型火箭
，不過，航天科技集團近日表示，在
新一代重型運載火箭設計藍圖中，箭

體直徑近10米，全箭總長近百米，運
載能力是現有火箭運載能力的五倍多
，超過美國的SLS火箭。

有航天業界稱，中國新一代重型
火箭已被命名為 「長征九號」。但這
一消息，目前並未得到官方確認。

據介紹，中國新一代重型火箭可
滿足載人探月、探火取樣返回、太陽
系行星探測等多種深空探測任務需求
。航天科技集團表示，計劃通過四至
五年時間，突破一系列關鍵技術，為
重型運載火箭工程研製打下基礎，如
果相關工作進展順利，15年內有望實
現首飛。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的最大亮
點之一，是採用了中國新一代綠色
環保航天動力─液氧煤油發動機
。在研製過程中，大量航天新技術
被轉化為民用，助力國人綠色生活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介紹，僅在新
材料方面，通過120噸級液氧煤油發
動機研製，帶動了高強度高溫合金
系列等28項47種新材料研製，高溫
合金3D列印粉末的製備與大型複雜
結構零件鐳射快速成形技術的發展
，部分材料與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國
民經濟的各個行業。

大量新技術轉化為民用
在液氧煤油發動機研製的20多

年中，航天科技集團六院突破了高

壓補燃關鍵技術80餘項，填補了中
國該領域的多項技術空白，使中國
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掌握高壓補燃技
術的國家。

液氧煤油發動機的大量新技術
被轉化為民用，助力民眾生活。航
天科技集團六院利用液體火箭發動
機渦輪泵設計製造試驗技術，為石
油、化工、建築、消防等行業研製
開發了高速泵、高低溫泵、建築消
防泵、車載消防泵及飛機、坦克加
油泵等特種泵系列產品。

在液體火箭發動機研製過程中
，利用燃燒霧化等技術及驗證試驗
手段，開發和轉化的熱能燃燒產品
和專案，已廣泛應用於石化、能源
、生物行業，多個專案已成為節能
環保示範專案。

綠色動力促47新材料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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