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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实验任务之多
史无前例

“天宫二号”升空后将成
为我国最忙碌的空间实验
室，各类计划的实验项目达
到史无前例的14项，涉及微
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生命科学等多个领
域，大多是当前世界最前沿
的探索领域。

比如，中科院上海光机
所研制的“空间冷原子钟”搭
载“天宫二号”发射升空，将
成为国际上首台在轨运行并
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原
子钟”，同时是目前在空间运
行的最高精度的原子钟。“空
间冷原子钟”将激光冷却技
术和空间微重力环境结合，
有望实现超高精度（约 3000

万年误差1秒），将目前人类
在太空中的时间计量精度提
高1～2个数量级。

另外，在“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中将开展拟南芥和
水稻的培养实验，着重探索
在太空环境中如何控制植物
开花结种的技术与方法，为
建立保障人类长期在空间生
存所必需的生命生态支持系
统奠定基础。

“天宫二号”发射完成
后，按照计划，10 月中旬将
发射“神舟十一号”飞船，搭
乘两名航天员，与“天宫二
号”对接，进行人在太空中期
驻留试验；2017 年，用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
对接，开展推进剂补加等相
关试验。

““天宫二号天宫二号”：”：
奠基中国空间站时代奠基中国空间站时代

金秋九月金秋九月，，大漠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大漠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航天事业新的里程碑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航天事业新的里程碑：：

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天宫二号””如期如期
升空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计划的重要一步作为中国空间站计划的重要一步，“，“天宫二号天宫二号””将将

完成再生式循环系统完成再生式循环系统、、有效载荷和应用系统的实验等科研有效载荷和应用系统的实验等科研
项目项目，，并随后迎来并随后迎来““神舟十一号神舟十一号””飞船飞船，，为在茫茫太空搭建属为在茫茫太空搭建属
于我们中国的于我们中国的““太空之家太空之家””奠定坚实基础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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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体检确保万无一失
9 月 9 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长征二号 F T2 运载火

箭等飞行产品完成总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工作后，火箭与“天宫
二号”组合体搭载着活动发射平台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平稳行驶
约1.5小时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任务正
式进入发射阶段。

“天宫二号”与长征二号F T2运载火箭在升空前，要进行一
系列的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

11日中午“天宫二号”发射任务进行了发射区各个系统联合
演练，这次的联合演练相当于对“天宫二号”的健康状况进行全
面体检，对每个系统都有着重要意义。

据了解，这次演练的是火箭点火向前数3小时“关键时期”的任
务，可以说是口令最密集、动作最多的阶段。为了演练，“天宫二号”
和长征二号F T2运载火箭已通上电源，摄像头可以传回清晰稳定
的画面，系统处于良好状态。同时，火箭还进行一次模拟飞行，虽然
在塔架上没有真正飞起，但设备要按照从点火起飞到最终入轨大概
580秒的时间进行全流程演练，接近发射当时的状态。

此外，这次演练之后还有多次考验，真正确保万无一失。演
练范围将会扩大到全国，各地航天测控站都会参与进来。在发
射区开展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长征二号 F T2 运载火箭
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工作后，完成最终状态确认，火箭加注推进
剂，中国航天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壮举拉开序幕。

搭载设备创载人航天器纪录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从外形上看和“天宫一号”没

什么不同，还是以资源舱和实验舱组成的两舱结构，但是
内在却有不同，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天宫二号”相比于“天宫一号”来说，不仅装备更优、
装载量更高、内部环境更好，搭载的设备也更先进。其上
搭载的全新配套的空间应用系统的科学设备，无论数量
还是安装复杂程度，都创造了历次载人航天器任务之最。

例如，首次搭建了液体回路验证系统，将验证空间站
维修技术；首次搭载了机械臂操作终端试验器，机械臂通
俗解释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机器人，能用于空间站的在
轨组装、在轨维修、货物搬运与转移、辅助航天员出舱活
动等，将第一次开展我国人机协同太空在轨维修试验，为
以后空间站任务提供技术储备；为满足推进剂补加验证
试验的需要，对推进分系统进行了适应性改造。

在航天员中期驻留的密封舱内，设计上增加了消耗
品配置，同时围绕降低航天员的在轨工作强度、提高航天
员在轨生活舒适度，进行了很多的设计改进，使航天员在
驻留期间的生活和工作舒适惬意。

值得一提的是，“天宫二号”的系统设计是模块化的，
也就是说它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更换和在轨维修，这在
国内空间领域属于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