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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離軌回家突破關鍵技術 圓滿完成使命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天宮二號任務中，載人航天工程空間應用

系統規劃安排了4大領域8個主題14項高水

平的空間科學和應用任務。據介紹，這些

任務令中國獲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要成果

，突破和掌握一批戰略性空間應用新技術

和關鍵核心技術，推動了未來空間應用技

術發展，取得顯著的應用效益，也為在中

國空間站中大規模開展空間科學與應用奠

定基礎。

天宮二號空間應用系統總體主任設計

師鍾紅恩介紹，通過實施天宮二號空間科

學與應用任務，中國空間基礎物理學前沿

取得重大突破，重點領域方向進入世界先

進行列。

空間冷原子鐘實驗在國際上首次實現

在軌運行，日穩定度達7.2×10，也就是

3000萬年誤差小於1秒，處於國際領先水

平，將目前人類在太空的時間計量精度提

高了一到兩個數量級。

天宮二號搭載的世界上首台大面積、

大視場、高精度伽馬暴偏振探測儀，共計

探測到了55個伽馬暴，為國際伽馬暴聯合

探測做出重要貢獻。對其中5個伽馬暴進

行高精度偏振測量，這是目前為止國際上

最大的高精度伽馬暴偏振測量樣本。同時

，國內首次實現了利用觀測到蟹狀星雲脈

衝星的脈衝信號進行定軌，成功探測到了

太陽X射線暴，這些科學成果皆拓展了原

定的科學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天宮二號的研究成果

，已走向應用、造福民生。紫外臨邊成像

光譜儀在國際上首次採用大視場對全球中

層大氣進行紫外環形、前向臨邊輻射特性

准同時探測。這些研究成果已應用或規劃

推廣到海洋水色衛星等國家重點應用型號

任務中。在軌運行過程中，獲取了大量高

價值的海洋、陸地、大氣等地球觀測數據

，在生態環境監測、大氣環境、應急減災

等領域產生了一大批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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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基礎物理學
•搭載冷原子鐘，是國際台發
射到太空並在軌運行的冷原
子鐘，每三千萬年誤差在1
秒以內，精度達到國際領先
水準

•伽馬暴偏振探測儀成功探測
55個宇宙伽馬暴事例，還利
用觀測到的蟹狀星雲脈衝星
信號進行定軌，屬國內首例

未來空間應用
新技術

•成功進行天地量子
密鑰分配和鐳射業
務數據傳輸，在密
鑰成碼率、跟瞄精
度等方面，均優於
技術指標要求。鞏
固中國空間量子科
學技術領先地位

地球科學
遙感觀測

•搭載多角度
寬譜段成像
儀，在國內
首次實現12
個多角度光
學偏振遙感
技術新體制
驗證

空間生命科學

•高等植物培養實驗
完成國內首次 「從
種子到種子」 的空
間長周期培養。為
未來建立以植物為
基礎的空間生命生
態系統、控制植物
開花、提高植物生
產效率等提供依據

空間材料科學

•開展半導體光
電子材料、金
屬合金、納米
及複合材料等
18種樣品空間
製備實驗，發
現新的材料生
長現象

▲冷原子鐘 網絡圖片
▲與登上天宮二號的種子進行
對比的擬南芥種子 資料圖片

2016年
10月23日

•天宮二號伴隨
衛星釋放，重
達47KG，成為
天宮二號和神
舟十一號的 「
自拍神器」

2019年7月19日
•天宮二號擇機受控離軌並再入大氣層
•隨着天宮一號、天舟一號以及即將隕
落的天宮二號的消逝，中國空間站將
接下中國載人航太未來發展下一棒

（大公報整理）

2017年4月
23日-27日

•天舟一號首次
推進劑補加實
驗成功，延長
天宮二號使用
壽命

2017年4月20日
•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升空

升空一個多月後，航天員景

海鵬、陳冬駕駛着神舟十一號飛船來到天

宮二號，開啟了長達30天的空間實驗室生

活。這是中國人在太空中生活、工作的最

長紀錄，景海鵬、陳冬兩人也對天宮二號

有着特殊的感情。 「這30天是我人生中最

愉快、最難忘的一段經歷，也是最為寶貴

、最值得珍藏的一段時光。」 陳冬說。

很多人特別是香港學生，對天宮二號

記憶最深刻的畫面，就是航天員景海鵬、

陳冬化身「太空鏟屎官」，在天宮二號中精

心餵養蠶寶寶。他們努力達成了港生 「太
空養蠶」 的實驗目標，實現港生的太空科

研夢。就在天宮二號即將受控離軌之際，

景海鵬、陳冬還通過「我們的太空」發表文

章，回憶這段日子，深情話別天宮二號。

「我和陳冬在天宮二號度過了30天美

好時光。還共同親手參與了近40項科學實

驗，航天醫學、空間科學、人機協同、天

地聯講科普、太空養蠶、太空種植等等，

讓我記憶猶新！」 景海鵬寫道。

陳冬說， 「1000多天的太空之旅即將

結束，你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超額完成

任務，超長安全運行，真是好樣的！」 「
感謝你，我的好兄弟！」

雖然離別依依不捨，但兩位航天員都

認為，天宮二號受控離軌，代表着中國空

間站時代的開始。 （記者 劉凝哲）

景海鵬陳冬話別 感謝你，好兄弟

官方表示，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自

2016年9月15日發射入軌以來，先後與神

舟十一號載人飛船和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完

成4次交會對接，成功支持2名航天員在軌

工作生活30天，並在超期服役的300多天

裏，完成多項拓展試驗，為中國空間站研

製建設和運營管理積累了重要經驗。

主動降軌展對地探測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此前天宮一號目

標飛行器在其結束使命階段，曾被外媒作

出 「失控」 、 「撞擊地球」 等不實報道。

此後，天宮二號在超期服役拓展任務期間

頻繁實施降軌、升軌等動作，亦引發外媒

關注。天宮二號總設計師朱樅鵬就此向央

視表示，這是天宮二號團隊主動做出的實

驗。因為天宮二號通過貨運飛船的補加，

推進劑有很多富裕。利用富裕的推進劑，

有意識把軌道降低，來開展一些對地探測

。實驗完成後，軌道又重新抬高到距離地

面393公里的高度。

據介紹，作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空間實驗室，天宮二號共搭載14項約

600公斤重的應用載荷，以及航天醫學實

驗設備和在軌維修試驗設備，開展60餘項

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天宮二號的空

間科學和應用任務，涉及基礎物理學前沿

實驗、地球觀測及科學研究應用、應用新

技術試驗、微重力流體物理、空間材料科

學、空間生命科學、空間環境監測等主題

，是中國迄今為止領域最廣、規模最大、

系統最複雜的空間科學與應用任務，取得

了一大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和重大應用效

益的成果。

搭載港生設計三個實驗
此外，天宮二號還搭載太空養蠶、雙

擺實驗、水膜反應等3個香港中學生太空

科技設計大賽獲獎的實驗項目，取得了良

好的社會效益。

天宮二號受控離軌，標誌着空間實驗

室階段全部任務圓滿完成，中國正式進入

空間站時代。今年6月，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辦公室和聯合國外空司，在維也納聯合

發布第一批中國空間站空間應用國際合作

項目定選結果，來自全球5大洲17個國家

的9個項目成功入選，標誌着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邁出從獨立自主發展到全球合作的

重要一步。官方表示，載人航天工程全線

正在全力以赴加緊備戰空間站飛行任務，

以時刻準備出征的衝鋒姿態，喜迎中華人

民共和國70華誕的到來。

中國首個空間實驗室天宮二號，於19日21時6分受控離軌並再入大
氣層，少量殘骸落入南太平洋預定安全海域。天宮二號突破掌握航天員
中期駐留、推進劑在軌補加等一系列關鍵技術，並在超期服役的300多
天期間，完成多項拓展試驗，為中國空間站研製建設和運營管理積累重
要經驗。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天宮二號受控再入大氣層，標
誌着中國空間實驗室階段全部任務圓滿完成。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

天宮二號
任務歷程

2016年9月15日
••搭乘長征二號搭乘長征二號FF運運

載火箭發射升空載火箭發射升空
2016年10月17日

••飛天後一個月飛天後一個月，，神神

舟十一號載人飛船舟十一號載人飛船

搭載航太員景海鵬搭載航太員景海鵬

和陳冬升空和陳冬升空 2016年10月19日
••天宮二號與神舟十天宮二號與神舟十

一號實現空間交一號實現空間交

會對接會對接。。隨後隨後，，

兩位航天員入駐兩位航天員入駐

天宮二號空間實天宮二號空間實

驗室驗室，，開始開始3030天天

太空駐留生活太空駐留生活 話
你知

空間實驗室
為空間站打前陣

再見，天宮二號 你好，中國空間站

▲航天員景海鵬（左）和陳冬進入天
宮二號實驗艙 資料圖片

空間物理學前沿獲突破 世界領先

▲▲天宮二號受控離軌返回地球天宮二號受控離軌返回地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未來中國空間站有未來中國空間站有
許多艙段對接組成許多艙段對接組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航天員景海鵬介紹航天員景海鵬介紹 「「太空養蠶太空養蠶」」 太空太空
科學裝置科學裝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稿

2017年
6月19日

•天舟一號完成
繞飛試驗及第
二次交會對接
，鞏固航天器
多方位空間交
會技術

空間實驗室是為發展空間站空間實驗室是為發展空間站

，，從載人飛船過渡到載人航太基從載人飛船過渡到載人航太基

礎設施的試驗性航天器礎設施的試驗性航天器；；而空間而空間

站是指可供多名太空人巡訪站是指可供多名太空人巡訪、、長期工作長期工作

和居住生活的載人航天器和居住生活的載人航天器。。

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研製研製

空間實驗室是建造空間站的重要前提和空間實驗室是建造空間站的重要前提和

技術保障技術保障，，空間實驗室可對空間站的關空間實驗室可對空間站的關

鍵技術進行試驗和驗證鍵技術進行試驗和驗證，，獲取經驗獲取經驗，，降降

低風險低風險，，為建造空間站打基礎為建造空間站打基礎。。

（（大公報整理大公報整理））

中國未來的空間站將由許多艙段對接
組成。其中，核心艙中的節點艙負責將其
他艙段塊連接到一起。而節點艙有五個對
接口，分別朝五個方向。因此，其他艙段
上各個艙段需要繞飛節點艙到各個方向，
然後進行交會對接。天宮二號與天舟一號
的第二次繞飛交會對接就是為此進行的試
驗，鞏固航天器多方位空間交會技術

資料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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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飛交會鞏固
多方位空間交會

（記者劉凝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