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内，除了
两座高近百米的发射塔架惹人
注目，还有两座高近百米的单层
建筑，它们便是为船箭进行卸车、
水平测试、垂直总装和垂直测试
的“巨型厂房”——垂直总装测试
厂房。

此次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和长
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自安全运抵
文昌，到垂直转运，便是在这个单
层建筑内完成“变身”的。

天舟六号任务火箭吊装系统
指挥员高鹏告诉记者，装载火箭
的特制集装箱经海运抵达文昌清
澜港，卸船后搭载特装车运抵发
射场。集装箱在“巨型厂房”入口
处与厂房内的水平车对接，确保
集装箱内的轨道与水平车上的轨
道连成一线。沿着轨道，火箭被
从集装箱内推出至水平车上，此
时吊车开始工作。吊装系统工作
人员操作吊车，将火箭吊起并平
移至火箭支架车上，使用火箭支
架车，工作人员根据火箭型号，将
飞船和分体的火箭推到相应的垂
直总装测试厂房内。

“正是在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内部，芯一级、芯二级、整流罩、助
推器等火箭部位，被分节稳稳地、
准确地吊起来，翻转成垂直状态，

并逐一安装至火箭活动发射平台
上。”高鹏说。

卸车、平移、吊装，这几项工
作看似简单，实则任务艰巨。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我国
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总
长53.1米，要将这些
精密的“大家伙”稳
稳地吊装到准确
位置，吊装系统
工作人员需克
服重重考验。

高 鹏
说 ：“航天
任 务 必 须
万无一失，
任务中，大
家技术实
力 、精 神
状态都必
须全面到
位。为此，
团队每周都
利用训练模
块进行训练，
以确保随时接
受任务检验。”因
为表现出色，高鹏
所在的吊装岗被评
为“党员先锋模范岗”。

5月10日上午，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组合体，
静静矗立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塔架，等待点火飞天时刻的到来。文昌航
天发射场这个“后起之秀”，相比于酒泉、太原、西昌发射场，有很多“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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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船箭合体测试的“巨型厂房”

据专家介绍，搭载船箭组合
体的活动发射平台已经使用了十
几次，至今仍“崭新如初”，奥秘就
在于大流量喷水降温降噪系统的
装配和使用。据悉，这一系统也
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两个塔架独有
的配置。

在长征七号发射塔架，卢云
生被同事们幽默地称为“流量
王”，因为他所负责的大流量喷水
降温降噪系统，在火箭点火升空

的一刹那，每秒能喷射出20吨
水，有效保障发射塔架底部4层
和活动发射平台免于大火烧蚀。

卢云生告诉记者，这套系统
由发射塔架顶部水池、塔身1.8
米直径水管、塔架两侧12根0.8
米直径水管和蝶阀系统、塔架底
部19米深导流槽等共同组成。

从垂直转运前4天开始，卢
云生就着手为水池水管蓄水、
为蓄能器补压。“火箭点火发射

时，大流量喷水降温降噪系统
能快速在活动发射平台表面覆盖
30~50厘米的水层，30%~50%的
水汽化时快速降低温度，吸收部
分声能，保障活动发射平台内部
精密仪器不被高温和高分贝噪
音损坏。”卢云生说，“蒸发出来
的水汽挡住了火箭下半部箭身，
这正是文昌火箭发射看不清火箭
尾部的原因。”

新华社记者李国利 赵叶苹

文昌航天发射场
三大“神器”解密

▶活动发射平台：火箭“大管家”“大保姆”
5月7日上午，经过23天的总

装、测试，船箭组合体搭乘活动发
射平台缓缓驶出垂直总装测试厂
房，在航天科技工作者们的簇拥
下，历时2.5小时抵达发射工位。

天舟六号任务地面勤务系统
指挥员周晗告诉记者，文昌航天
发射场是我国首个使用“新三垂
模式”做射前准备的发射场。这
一模式能让射前准备更高效，发
射更可靠。活动发射平台是实施

这一模式的关键设备。
周晗说，活动发射平台既是一

部火箭“载具”，更是一部包含大量
精密仪器的五脏俱全的测控设备，
地面与火箭的水电气液联系，都需
要通过它这个媒介。平台上矗立
的一根高高的立柱名为脐带塔，

“通过塔内的电缆和气管，平台一
刻不停地给火箭输送给养，好比是
火箭的大管家、大保姆”。

垂直转运过程中，活动发射

平
台 在 不
同路段使用不同
速度，出库时4米/分，弯道时15
米/分，直道上25米/分；活动发
射平台车轮组还通过三级平衡梁
对震动进行缓冲、释放。“慢速和
减震策略保障整个垂直转运过程

‘稳’字当头——产品设备状态
稳、工作执行过程稳、火箭转场运
行稳。”周晗说。

▶喷水降温降噪系统：保障塔架和平台的最大功臣

晚报综合消息 5月10日，长征七号遥七运
载火箭(简称“长七火箭”)托举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成功发射，这是2023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的
首次发射，也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次
发射任务。长七火箭在首飞七周年之际，用七次
圆满成功交上了一份高质量答卷。

长七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抓总研
制。2022年，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五号B、长
征七号和长征二号F三型火箭六战六捷，圆满完
成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2023年，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进入空间站运营与发展阶段，长征七号、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将执行3次发射任务。

作为中国第一型新一代高可靠、高安全的中
型运载火箭，长七火箭入轨精度是现役运载火箭
中最高的，偏差不超过4秒，在发射天舟五号货运
飞船的任务中助力飞船创造了两小时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的世界纪录。作为中国新一代中型运
载火箭的基本型，科研团队在长七火箭基础上衍
生出长征七号A、长征八号等多型运载火箭。

在取得连续成功的同时，长七火箭研制队伍
也在持续优化火箭设计和发射场测发流程。火
箭院长七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邵业涛表示，在测
发流程方面，本次任务优化了地面测控软件，并
进行了单机、系统和全箭验证，测发流程可靠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经过流程优化，发射场
测发时间从27天缩短到了25天。

目前，长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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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每年1到2次的发射频率为中国空间站正常运转
提供物资保障。后续，长七火箭在满足空间站货
运任务的同时，还将搭载远征上面级实现太阳同
步轨道9.5吨的运载能力，积极拓展中低轨卫星
发射市场。 据中新网

天舟六号
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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