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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箭一号”有力推动我国商业
卫星产业的发展，据了解，研制团
队目前在广州南沙建设了“力箭一
号”脉动式生产线，未来有望实现
年产 30 发“力箭一号”火箭是怎么
生产出来的呢？

脉动式生产线是一种先进的生
产模式，最早应用于飞机制造领域，
它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力箭一号”
已经开始采用先进的脉动式生产模
式，逐渐形成完备的生产制造服务
体系。

“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
师李秦峰介绍，厂房里设计了三个脉
动站，第一站主要完成舱段级的相关
的一些总装，第二站完成跟发动机对
接，就是箭体级的总装，第三站进行
全箭测试。每一个工作站，10天就往
下一个工作站转，最后一个测试，10
天测完之后就出厂，也就是说10天就
能出一发火箭。

李秦峰说，一年250个工作日就
是25发，如果再适当提高效率，一年
30 发是能够实现的，这也就是为啥
我们有这个信心能够完成一年30发

“力箭一号”这种量级的运载火箭的
产能。

在本次发射任务中，“力箭
一号”火箭就像一辆高速列车，
负责将26颗卫星送入太空。而
这26颗卫星就像是乘客“拼车”
上太空。那么一次将这么多“乘
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要怎样安
排它们的“座位”？在发射前，记
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火箭
总装厂房，对这一发火箭进行了
独家探访。

据了解，此次“力箭一号”一
箭多星发射突破了许多关键技术。

在设计26颗星的布局时，
研制团队发现，最大的一颗卫星
的长度约2.4米，相比于其他卫
星更占整流罩内的空间，怎么合
理摆放它，成了困扰研制团队的
一个难题。

“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总设
计师助理史晓宁表示：“我们创
新采用一种斜板的布局，斜顶在
头上，这样就带来了一些力学环
境的问题，因为环境肯定没有侧
挂或者是直顶环境好，所以我们
做了大量的动力学仿真，做了振
动试验，保证卫星的环境在卫星
的承受范围之内。”

通过研制团队的攻关，“力箭
一号”合理地将26颗卫星装入了
火箭整流罩，并设计了4次分离
动作，保证卫星入轨时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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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6月7日宣布，
北 京 时 间 当 天 12 时 10
分，由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抓总、中科宇航公司参与研制的
“力箭一号”遥二运载火箭以“一箭
26星”方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将26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也
刷新了中国一箭多星的最高纪录。

这26颗卫星上太空要干啥？它
们是如何“拼火箭”上太空的？这么
多卫星，如何“安排座位”？为什么
要拼火箭上太空？攻克一箭多星面
临哪些挑战？要想把各种功能的卫
星载荷送到天上去，作为交通工具
的“力箭一号”又有哪些非凡的本
领？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一箭多星发射任务对于
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此前，我
国一箭多星的最高发射纪录
由长征八号火箭发射一箭22
星创造。您可能要问，我们为
什么要一次次“拼火箭”上太
空呢？专家介绍，所谓一箭多
星，就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
将多颗卫星送到预定的轨道。
对于商业航天市场而言，成本
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
重量只有几公斤到几十公斤
的小卫星，搭载发射，就成为
节省成本的最优选择。

此外，一箭多星还可以大
幅度提高研制效率、发射效
率，满足高密度发射的任务
需求，具备标准化的“拼车”
模式也将成为未来商业航天
的主流。

此次任务是“力箭一号”
火箭的第二次飞行，连续成功

发射，标志着“力箭一号”运载
火箭技术状态成熟和可靠性
的不断提升。

火箭发射卫星的重量代
表了火箭的运载能力，同时
也决定了火箭的商业价值，
此次发射的26颗卫星总重量
约1.1吨。

“力箭一号”作为一型四
级固体运载火箭，在运载能
力、入轨精度、设计可靠性、性
价比等方面已经迈入世界固
体运载火箭领域先进行列。

中科院力学所空天飞行
科技中心主任杨毅强表示：

“这个火箭是迄今为止，我们
国家运载能力最大，起飞推力
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的一个固
体火箭。整个火箭长30米，直
径2.65米。整流罩有2.65米和
3.35米两种状态，这次飞的还
是2.65米状态。”

据了解，“力箭一号”主要
用于中小型卫星的发射，此次
任务中发射的26颗卫星主要
用于技术验证试验和商业遥
感信息服务，其中一颗卫星上
搭载了一个有意思的科学实
验设备，这个设备的研制团队
要到太空中做生物3D打印试
验。什么是生物3D打印？它又
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
的改变呢？

生物3D打印是以计算机
三维模型为“图纸”，装配特
制“生物墨水”，最终制造出
人造器官和生物医学产品的
新科技手段，太空生物3D打
印需要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微
重力、空间辐射等环境因素
对于细胞、生物材料以及打
印过程的影响，难度非常大，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仍处于起

步阶段。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长

聘副教授、太空生物3D打印
载荷总设计师熊卓介绍，科学
家希望这项研究能够给肿瘤
的治疗带来新的启发。但由于
生物3D打印所用的材料都是
有活性的，卫星所能携带的重
量又十分有限，研制团队经过
近三年的攻关，研发了一整套
肿瘤模型空间3D打印与培养
系统，开发了适用于空间微重
力环境的生物墨水体系和打
印工艺。

熊卓告诉记者，在小卫星
上搭载太空生物3D打印只是
课题的第一步，通过对这次任
务获取数据的分析，研制团队
还将进一步完善这个课题，助
力我国航天医学工程与空间
生物学研究。

如何给26颗卫星
排座位？

创新采用斜板布局，合
理将卫星装入了火箭整流罩

26颗卫星上太空去干啥？
其中一颗做生物3D打印试验，主要用于技术验证试验等

未来有望实现
年产30发“力箭一号”

为什么要“拼车”上太空？
节省成本，还可大幅提高研制效率、发射效率

■在广州南沙建设的脉冲式生
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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