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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

分别设有 2 0 0 多种故障预案

心提示

核

在与神舟八号飞船

进行交会对接之前，天宫

一号的太空之旅将经历

什么样的考验？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空间实验室系

统副总设计师白明生，为

记者解读天宫一号飞行

交会对接前的四大“关键

事件”。

28 日下午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说，

空间交会对接主要有三

方面作用：一是用于大型

空间设施的建造、运行和

维修；二是用于为长期在

轨运行的空间设施提供

物资补给、人员运输和空

间救援；三是用于登月和

深空探索等航天任务。

新闻发言人详解天宫一号和神八空间对接的优势与风险

中国的交会对接试验在经济、技术方面更具优势

空间交会对接是追踪飞行器和目标飞

行器在预定的空间轨道交会，并在结构上连

成一体的过程。 交会对接技术与载人天地往

返技术、航天员空间出舱活动技术是载人航

天发展的三项基本技术。

武平说， 与美、 俄早期交会对接试验

相比， 中国专门研制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 在技术、 经济等方面更具优势：

一是目标飞行器可支持多次交会对接，

减少发射次数； 二是目标飞行器按我国后

续的空间实验室要求设计， 可在完成交会

对接任务的同时， 验证空间站部分关键技

术； 三是还可同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

专家解读交会对接前

天宫一号飞行

四大“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一：发射入轨

这是天宫一号飞行的起点，

也是最基本的一步。 发射后天宫

一号与火箭正常分离，进入轨道。

据专家介绍， 在载人航天飞

行中，火箭点火、起飞，飞船上升

和返回阶段， 出现重大故障的可

能性比较大。

关键事件二：帆板展开

天宫一号发射后两分钟左

右，太阳能帆板展开工作启动。 此

刻，飞行器的帆板将会展开。 作为

飞行器能源的来源， 帆板能否正

常展开进行发电， 是进行后续任

务的关键。

先后展开的还有中继卫星的

天线。

在神舟八号飞船发射前，天宫一号要为

迎接“访客”做好准备：为保证交会对接顺利

进行，天宫一号要降低轨道、调整相位，以达

到合适的高度、合适的位置。

同时，由于天宫一号的对接机构朝向后

面，在飞船发射前，天宫一号还要调头过来

进行“华丽转身”，等待飞船“追”过来完成交

会对接。

虽然天宫一号是以无人状态进入太空，

但在准备对接阶段，舱内环境，如温度、压力

等，都要按照载人条件进行调整，为未来进

行载人飞行进行验证。

当天宫一号完成准备工作、各系统确认

状态合格时，飞船就可以发射了。 随后，天宫

一号将与神舟八号完成历史性的“太空会

面”。

关键事件三：在轨测试

从发射上天到与神舟八号进

行“浪漫一吻”，天宫一号要进行

严密的在轨测试， 检查各个分系

统的功能、状态是否正常，是否能

够满足交会对接的需要。

在轨测试要持续约一周时

间，测试后，要对测试结果进行评

估。 如果天宫一号的在轨状态没

有问题， 神舟八号就可以进行推

进剂加注并择机发射， 以完成后

续任务。

为保证天宫一号任务顺利实

施，技术人员准备了大量的、详细

的预案，一旦出现问题，将按照预

案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事件四：准备对接

以无人状态发射的天

宫一号， 最终将迎来地球

上的“访客”。 作为航天员

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天宫

一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

设计师白明生进行了详细

解读。

用色彩打造天地之感

航天员上天后，失重的太空环境，

将使人失去方向感。

“巧妙运用色彩变换，可以在舱内为

航天员营造出天地之间的氛围。”白明生

介绍说。

天宫一号内部采取了考究的颜色设

计，地板的颜色呈深赭石色，有“地”的稳

重感，舱顶运用了柔和的灰白色，避免了

纯白色对视线的刺激，有“天”的轻盈感。

“天”“地” 之间的过渡色介于两者之间，

不同色块的运用， 使舱体成为一个独立

有序的小世界。 同时，阻燃、无毒材料的

应用，使航天员的生活更健康。

“一方面我们利用色彩为航天员营

造方向感， 另一方面采用的颜色都比较

柔和，满足了美学的要求，让航天员更有

‘家’的感觉。 ”白明生说。

“隐藏”让太空更舒适

尽管天宫一号的空间已经比神舟系

列飞船增大不少， 但如何让身着航天服

的航天员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 仍是内

部装修考虑的关键问题。

航天员生活的实验舱， 同时也是飞行器运

行的核心舱、控制舱，里面有很多电子设备。“对

此，我们采取‘藏’的策略。 ”白明生说，内装修的

时候，航天员用不着的东西都装修在里面，看不

着也摸不着。

“这样的隐藏设计，不仅能给航天员创造一

个整洁的环境， 同时也避免了航天员与设备的

意外接触，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

白明生介绍说， 暴露在外面的设备也要保

证安全。“我们都采用了圆角的设计，所有设备

都不能有尖角， 避免航天员与设备之间的磕

碰。 ”

人体工效学设计：

用起来更方便，不用更安全

“对于航天员需要的设备，我们进行了人性

化设计。 ”白明生介绍说，暴露在外面的设备，都

运用了工效学原理设计，“要达到‘用起来更方

便、不用更安全’的效果。 ”

航天员在舱内工作生活会产生湿气， 除湿

所用的抽气泵，就经过了人体工效学的设计。

据白明生介绍， 此前飞船内配备的是手动

抽气泵， 天宫一号内则配备了手动抽气泵和电

动抽气泵，平时由电动抽气泵自动定时工作，减

少了航天员操作。

“一旦电动抽气泵出现问题，就要使用手动

抽气泵。 由于抽气泵把手比较长，我们将它设计

到一个稍微隐蔽的地方， 平常航天员走路时不

会碰到， 操作时又有满足动作要求的活动空

间。 ”

据悉， 已有航天员进入天宫一号进行体

验， “对天宫一号的内部设计很满意。” 白明

生说。 （综合新华社电）

首次交会对接有四大难点

武平说， 与载人航天工程前期任务相

比， 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具有 4 个方面的难

点：

一是技术要求高。 发射神舟飞船的运

载火箭入轨精度指标比工程前期有了大幅

度提高； 载人飞行器在轨寿命要求大幅提

高。

二是新技术采用多。 突破了运载火箭

高精度迭代制导技术， 组合体控制和管理

等技术。

三是验证难度大。 尽管做了大量地面

仿真和验证试验， 但由于受地面环境和试

验条件限制， 部分新研设备在空间环境下

的功能、 性能指标无法得到全面真实验证，

尚需通过飞行试验考核。

四是组织实施更为复杂。 这次任务持

续时间长、 发射次数多， 整体性、 时效性

和关联性强， 交会对接过程关键事件多、

决策点多， 对任务组织指挥、 各系统协同

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分别制订了 200 多种故障预案

航天发射是一项高风险科技活动。 据统

计，1990 年以来， 世界航天共发射 1600 多

次，成功率约为 93.7％。 中国航天发射近 130

次，成功率约为 94.4％。 8 月 18 日，我国“实

践十一号 04 星”发射失利。 近期，国际上的

航天发射活动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挫折。 这些

都说明航天发射活动具有较高风险性。

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是航天领域公认

的技术难关，在国际上已经进行的交会对接

任务中，包括近期国际空间站的一些对接任

务，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国首次空间交会

对接试验同样面临着高风险的挑战，为此我

们作了艰苦的努力。 一是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安全至上”的方针，对飞行产品的研制、

生产和测试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二是对交

会对接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地面仿真与试验

验证；三是针对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分别制

订了 200 多种故障预案，并加强了故障处置

演练。 特别是“实践十一号 04 星”发射失利

后，由于发射天宫一号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与

发射失利的长征二号丙火箭为同一系列，出

于安全考虑，我们对天宫一号的发射计划进

行了调整，针对失利火箭的故障原因对长征

二号 F 火箭采取了改进措施，并在工程全系

统开展了全面的质量复查。 我们对即将发射

的天宫一号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专家解读

天宫一号

内部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