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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任务难度大
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副部长马涛在发布会

上介绍，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已进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今年将完成1
次货运飞船、2次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和2次返回
任务。

中国空间站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在轨形成
“T”字型组合体，目前在轨与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组合体运行，状态正常。
今年，空间站三舱将以“T”为基本构型长期飞行，
开展航天员和货物连续出舱，支持空间科学、材
料与技术试验项目，并进行空间站设施设备的维
护维修和技术升级。其中将首次进行大小机械
臂级联状态下的舱外载荷支持、首次小机械臂安
装载荷，以及首次人货同时出舱。同时将开展在
轨推进剂补加、电推进测试和应用，以及多项软
件升级等任务。全年空间站在轨任务及载荷支
持难度大，地面支持和研制任务重。

载人飞船任务将保持高密度、多船并行研
制状态，每半年发射一艘成为常态。按照规划，
今年将发射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并由天舟六号货运飞船运输生活物资、试验设
备、驻留消耗等。

记者注意到，一艘货运飞船为两个乘组提
供补给，这与此前空间站任务中货运飞船与载人
飞船“1∶1”的安排不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
站系统副总指挥敬铮介绍，一方面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为改进型飞船，扩大了密封舱容积，增加了
货物运送能力；另一方面空间站再生利用的效能
也在提高，例如制氧量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水
的循环利用率也提高到90%以上，需要从地面运
输的气和水就减少了。因此，适当降低改进型货
运飞船的发射频率，仍可以满足空间站运行、设
备维修维护，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需求。

重型火箭工程具备立项条件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一直备受关注。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设计部总体室副主任顾
明坤在会上透露，目前重型火箭系列化构型总体
方案已经明确，发射场测控等系统方案论证也同
步开展，目前已经具备工程立项条件。后续将开
展工程立项申报工作。

重型火箭任务覆盖面广、应用场景丰富，是
月球科研站建设、月球资源开发与利用，火星科
研站建设、载人火星探测等大规模深空探测活动
实施的基础保障。

我国重型火箭基本型为三级串联构型，地
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 50 吨，用于执行深空探
测任务，起飞重量约 4000 吨，起飞推力约 6000
吨，全箭高度约110米，箭体结构直径达到10米
级，一子级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基本型基础
上，取消三子级形成两级串联构型，用于执行近
地轨道任务，其低轨运载能力约150吨。顾明坤
说，未来将攻克二子级轨道再入重复使用关键技
术，研制具备完全重复使用能力的重型运载火

箭。
我国重型火箭具备良好的研制基础。重型

运载火箭关键技术攻关及方案深化论证阶段于
2016年6月正式批复立项，目前12项一级课题全
部完成，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计划今年完成
结题验收。顾明坤表示，凭借已取得的最新成
果，在保障条件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我国重型火
箭可在立项后10年左右完成工程研制。

全年航天任务亮点多
2023年，我国航天任务亮点纷呈。
《蓝皮书》指出，今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

计发射次数将突破 500 次。我国将完成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3颗备份卫星发射，进一步
增强系统可靠性；将发射风云三号06/07星、环境
减灾二号06星、高轨20米SAR（合成孔径雷达）
卫星、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中星26号、中
星6E、澳门科学一号A星等，让航天技术更好地
服务社会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航天科技集团

“新一代商业遥感卫星系统”计划再发射7颗四
维高景系列卫星，为传统、新兴市场用户提供高
时效、高性能的时空信息服务。

同时，航天科技集团研制应用任务也持续
保持高强度，将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
测工程，开展以嫦娥七号、天问二号、静止轨道微
波探测卫星等为代表的多个型号研制工作，并完
成多项商业航天和整星出口合同履约工作。

来源：科技日报

计划安排六十余次发射

今年中国航天任务精彩纷呈

新华社上海 1月 17 日电
（记者 张建松）记者从17日在
沪召开的“深海勇士”号/“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用户科学指导
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获悉，2022
年，我国“深海勇士”号和“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共完成175个
潜次，不仅作业能力达到世界先
进，运维能力也达世界一流，并
开辟了我国深潜科学研究的新
领域。

据介绍，2022 年中国科学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克服
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坚持开展
海上科考作业。其中，“深海勇
士”号 4500 米载人潜水器海上
作业天数180天，连续第四年完
成 100 次下潜，平均下潜深度
1292.52米。作业类型包括科学
考察、工程应用、搜索打捞和应
急响应等。

2022年是我国“奋斗者”号
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常规化运营
第二年，累计在海上作业天数
202 天，共完成 75 个潜次，科学
潜次平均下潜深度5912.8米，新
增了 4 次万米级下潜。在海上
战风斗浪的实践检验中，“奋斗

者”号状态稳定，故障率大幅降
低，没有一个无效潜次。截至目
前，“奋斗者”号已成功完成 25
次万米级潜次，万米级下潜人员
累计32人。

2022 年，“深海勇士”号和
“奋斗者”号还成功开展水下联
合作业，初步形成两台载人潜水
器联合作业规程，包括布防回收
流程、水下通信口令及作业注意
事项等，开拓了我国两台载人潜
水器联合作业之路。

为推动“深海勇士”号和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我国
深海和深渊科学研究、海洋资源
调查、应急救捞等工作中发挥更
大作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于 2021 年 3 月牵头
发起成立了“深海勇士”号/“奋
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用户科学指
导委员会，致力于搭建一个面向

“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载
人潜水器科学应用的沟通交流
平台，指导其技术升级和作业能
力提升，拓展在深海和深渊前沿
科学等领域的应用潜力，推动开
展国际深潜合作，促进学术共同
体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应用。

2022年我国“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
载人潜水器共完成175个潜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月18日发布《中国航天
科技活动蓝皮书（2022 年）》（以下简称《蓝皮
书》）。《蓝皮书》显示，我国2023年计划实施近70
次宇航发射，其中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60余次
宇航发射，发射200余个航天器，开展一系列重大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