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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六号承担哪些任务？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
板顺利展开工作，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江苏科技力量为“飞

天快递”保驾护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兵器工业第214所苏州研发中心、
中国电科五十五所、中国电科十四所等科技力量强势加盟。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太空快递”送去哪些“惊喜”？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

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3年5月11日5

时16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六号

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十五

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月10日晚，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

载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的首次“太空快递”成功“上新”。天

舟六号将会送去哪些“惊喜”？此次发

射任务有何看点？

天舟六号发射是中国空
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
的首次发射，承担着空间站物
资保障、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
和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等
任务。

天舟货运飞船设计了满足
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的全密封货
运飞船、半密封半开放货运飞船
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种型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六号货
运飞船副总指挥李志辉介绍，天

舟 六 号 为
改进型全密封
货运飞船，是世界
现役货物运输能力
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
全面的货运飞船。

作为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
火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主要承
担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搭
建“天地运输走廊”的“货运专
列”。这次任务，是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第六
次携手，火箭总体技术状态趋于
稳定。

为满足空间站的运营需求，
火箭研制队伍持续优化发射场
测发流程。“本次任务优化了地
面测控软件，并进行单机、系统
和全箭验证，测发流程可靠性得
到进一步提升。经过优化，测发

时间从27天缩短到25天。”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
师邵业涛说。

将火箭测试、发射周期减少
2天是长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
的一项重大流程改进。“时间的
压缩绝非是对流程、步骤的简单
取消，而是在吃透技术的基础上
对流程进一步优化。”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程堂明说，

“质量和效率是保证成功的‘两
条腿’，失去任何一条，都不符合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据新华社）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何变化？

此次任务，天舟六号装载航
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间应
用领域、货运飞船系统的货物共
计258件（套）。其中，包括6名
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约700
千克补加推进剂和多项实（试）
验载荷。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
师、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
绍，此次携带的航天员生活物资
主要包括服装、食品、饮用水等，
其中新鲜水果重达71千克，约
是天舟五号携带水果重量的两
倍，可满足神舟十五号和神舟十

六号乘组需求。
天舟六号上行实（试）验载

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共用支持类
设备、实验耗材和备品备件等共
98件产品，总重量约714千克。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
统副总师、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
研究员吕从民介绍，按飞行任务
规划，航天员将陆续开展空间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
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4个
领域共29项科学实验和应用试
验。

“太空快递”送去的货物共计258件（套）

与此前的天舟系列货运飞
船不同，天舟六号经过升级改
造，实现多项突破。

提高了密封舱货物上行能
力。改进后的载货能力由原来
的6.9吨提升到7.4吨，这是我国

货运飞船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
破7吨。

元器件自主可控比例大幅提
高。“与天舟五号相比，天舟六号
的国产化元器件在规格比例和数
量上均有较大提升。”李志辉说。

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破7吨

在此次任务中，中国电科五十五所
核心芯片再次助力护航，配套了微波组
件、芯片、管壳等各类产品，应用于飞船
和运载火箭。五十五所相关研发团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团队为货运飞船配套
了天线发射组件、微波套片及管壳。其
中，发射组件可在轨对异常事件进行监
测并及时处置，“作为核心关键部件，具
有结构紧凑、高集成度、小型化的特
点。”五十五所自主开发的宇航用管壳，
具备轻量化、集成化、性能好、可靠性
高、易于使用等特点，犹如给电子元器
件穿上一层“铁甲金盔”。

微波套片作为星间通讯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用于支撑实现微波信号发

射、接收及波束变换等功能，有效保障
天地数据传输。五十五所相关研发团
队负责人介绍，为适应复杂的宇航工作
环境，同时结合飞船系统电能有限的特
点，五十五所突破低功耗、高效率、高线
性等设计技术，最终研发出高可靠、低
功耗、高集成度的套片。

同时，五十五所为长征七号遥七运
载火箭遥测分系统配套了功率放大器模
块，负责遥测信号处理及放大。该款产品
采用多级放大技术方案，利用新开创的贴
片技术及封焊技术，可实现在高振动、温
度变化大的恶劣条件下稳定工作，具有功
率放大性能优越、环境适应性强和高可靠
高稳定性等技术优势。 （中国江苏网）

点火的那一刻起，有一双“鹰眼”紧
盯着火箭的“足迹”。这双“千里眼”是
中国电科十四所研发的雷达遥测综合
测量系统，主导承担火箭主动段外弹道
轨迹测量任务。该系统通过“应答”方
式，对火箭进行精密跟踪，实时获得火
箭的距离、方位、俯仰、速度等信息，同
时接收遥测下行信号，实时解调火箭风
行遥测数据，判断火箭飞行状态。

天舟六号的成功发射，代表着我国
航天技术又一次取得了进步。位于太湖

科学城功能片区的中国兵器工业第214
所苏州研发中心也作出了贡献。该研发
中心研制的4款关键元器件在飞船运行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供电分流组
合电路、充电分流组合电路用于天宫和
货运飞船电源分系统的太阳能电池阵列
管理，为飞行器提供电力保障；步进电机
驱动电源电路则控制太阳能帆板的姿
态，精确调整太阳能帆板与太阳照射方
向的相对方位角；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电
路则为对接工作提供电力保障。

从研发到发射，天舟系列飞船凝聚
着多位南航人的智慧光芒。材料科学与
技术学院占小红教授团队开发的飞船防
热承载结构精密激光焊接与高效增材制
造技术，应用于我国新一代货运飞船的
研发。航天学院陈传志教授团队在预研
阶段研制的末端效应器，航天学院王小
涛副教授团队研发的电磁阻尼器高低温
测试系统等应用到空间站多个任务中。
天舟货运飞船总体责任主任设计师于

磊，是南航信息工程专业2000级校友；
天舟货运飞船综合测试主任设计师、测
试指挥何永丛，毕业于南航测试计量技
术与仪器专业；航天五院总体设计部载
人航天器总体研究室主任李兴乾，是南
航飞行器设计专业2012级校友（博）。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
河。”他们一步一步逐梦星辰大海，将诗
句变成现实，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载人航
天工程。

自主开发的宇航用管壳，给电子元器件穿上“铁甲金盔”

紧盯着火箭的“千里眼”为江苏造

凝聚着多位南航人的智慧光芒

江苏力量护航“飞天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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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111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六号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对 接 后对 接 后
天和核心舱天和核心舱
内的画面内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